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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总体设计
本节课选自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第三章第二节，授课对象为高一年级学

生，在初中已经接触过碳酸氢钠与酸的反应的基础上再一次深入了解碳酸氢钠的

化学性质。

根据适应性教学设计理论(adaptive learning theories) ，通过 “学情分析”

对学习、认知、环境进行分析，开展建立在学生现有的学习需要和进步基础上的

教学，使习者达到最优学习效果，尽使可能环境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相匹配。

基于目标导向教学理论（the target-lead teaching theories）， 通过 “课标分

析” “教材分析”和“学情分析”制定本次教设计核心——教学目标，并以教

学目标为基础，确定合适的 教学内容。为了高效地完成教学内容，达到目标，

又分别 从“教学策略”、“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三方面入手，将教学内容

具体化、程序化、分步化，使其条理清晰并且环环相扣。

本节课以包子的制作导入，思路紧贴做包子的全过程：和面——蒸煮——成

功来讲述碳酸氢钠与酸反应的速度及其热稳定性，紧贴生活，层层递进，为学生

营造了一条清晰的知识脉络。

同时本节课在设计时改变了教材中原有的实验装置，使实验更加直观化，并

且增加趣味性。而且都是运用气球进行改进，更能体现课堂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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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内容分析

（1）课程标准

（2）教材分析

本节课选自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第

三章第二节，课程既承继了九年级化学下

第十一单元中对碳酸氢钠的学习，对知识

进行了补充和拓展，有利于学生形成关于

钠元素的知识体系。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对下一课时铝和铁的重要化合物的

学习奠定了基础。在高中化学学习中具有

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 学生情况分析

知识储备：

优势：学生在初中已学过 Na2CO3、NaHCO3与酸的反应，即对这两种钠盐有一定

的认识。

劣势：两块知识区相隔甚远，学生难以形成关于钠元素的知识体系。

对策：以制作包子为线索，先简单复习碳酸氢钠与酸的反应，再跟碳酸钠对比学习，形成

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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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储备：

优势：初步具有一定的实验操作能力和通过实验现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劣势：对于实验装置设计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的分析能力还有待提高。

心理特点：

求知欲强，渴望自主探究、展现自我；但以经验型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主。

四、 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1）教学目标

（2）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NaHCO3与酸的反应和 NaHCO3的热稳定性

教学难点: NaHCO3的热稳定性

五、 教学流程及策略
本节课思路紧贴做包子的全过程：和面——蒸煮——成功，紧贴生活，层层递进，

体现了联系生活策略。

对策：用形成性教学的方式分析实验现象，归纳出碳酸氢钠与酸反应的速度及其热稳定性

并通过对套管装置设计的原理的解释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

对策：改进实验装置，运用气球做实验，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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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入

实验一

过 渡

实验二

过 渡

实验三

小结运用

课后思考

六、 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用时：2min）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2min
通过做包子，创设情境。

【提问】为什么做包子不能缺少发酵粉呢？

学生通过生活

常识会选择面

粉和水，不能

提出发酵粉。

通过做包子

引入并贯穿

全课，引起兴

趣，使开头具

有吸引力和

启发性。

紧贴生活，层层递进（用时：8min30s）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30s

【提问】为什么发酵粉能使面团膨胀变大呢？

【分析】发酵粉主要有 NaHCO3和柠檬酸。

1、学生通过视

觉和触觉感受

发 酵 粉 的 作

用。

2、根据提示猜

想 NaHCO3 与

酸发生反应。

学生用视觉，

触觉直观地

感受发酵粉

的作用，增加

课堂趣味性，

提高学生的

兴趣。

为什么和面时不能缺少发酵粉？因为发酵粉可以使面团膨

通过发酵粉的主要成分为 NaHCO3和柠檬酸猜想是 NaHCO3与酸发生

反应的原因，然后进行实验探究，得出反应方程式。

运用对比教学策略，通过对比气球膨胀速度的快慢，得出加酸产气的

速度 NaHCO3比 Na2CO3快的结论。体现求异思维。

引导学生提出延长发酵时间的方法，可是发现做出来的包子不成功，

从而提出 NaHCO3加热分解的猜想。

利用套管装置同时加热 NaHCO3和 Na2CO3，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

NaHCO3的热稳定性比 Na2CO3差的结论。

让学生联系课堂知识解决发酵粉的保存问题，首尾呼应，更体现斯金

纳强化原理，把知识内化。

让学生在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选择物品代替发酵粉，引入碳酸钠。体

现求同思维。

引导学生通过离子反应的知识思考加酸产气的速度 NaHCO3比 Na2CO3

快的本质，为下一节课的学习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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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1、与酸反应：

2min

实验一：NaHCO3与盐酸反应

【实验】具支试管中加入 NaHCO3，注射器中

加入 HCl，把盐酸注射到试管中，观察试管以

及气球的变化。

【现象】有大量气泡，气球变大。

【板书】（1）NaHCO3 + HCl＝
【回顾】联系初中知识气体应该是 CO2并用澄

清石灰水验证。

【学生实验】将装有气体的气球连接到装有澄

清石灰水的具支试管中，挤压气球。

【现象】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结论】NaHCO3 + HCl = NaCl + CO2↑+ H2O
【板书】NaHCO3+ HCl = NaCl + CO2↑+ H2O

1、学生通过气

球的膨胀变大

联系到面团变

大，得出是因

为产生了气体

的原因。

2、学生亲手做

实验，体验澄

清石灰水变浑

浊过程，巩固

检验二氧化碳

的方法。

3、学生补充反

应方程式，巩

固初中知识。

形象地讲膨

胀的气球跟

面团联系在

一起，使学生

更加直观地

理解面粉膨

胀变大的原

因。

2min

实验二：比较 NaHCO3和 Na2CO3与酸反应

【提问】没有发酵粉，以下四种东西什么可以

用来代替发酵粉呢？

【实验】把盐酸同时倒到试管中，观察气球膨

胀的速度。

1、学生联系初

中知识选择食

用 纯 碱 和 食

醋，巩固知识。

运用对比教

学策略，在旧

知识的基础

上学习新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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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红色气球膨胀得比黄色气球快。

【结论】产气速度：NaHCO3比 Na2CO3快

【板书】（2）产气速度：NaHCO3比 Na2CO3快

2、通过实验现

象分析问题，

得出结论。

4min

实验三：加热 Na2CO3、NaHCO3

【提问】就因为他们产生气体的速度不一样我

们就能否定我们刚刚的方案？想要产生一样

量的气体，可是速度不一样，有什么方法啊？

【现象】用 Na2CO3做发酵粉蒸出来的包子又小

又硬。这是为什么呢？

【实验】小试管装 NaHCO3，大试管装等量

Na2CO3，把两个试管套在一起，固定在铁架台

上。小试管连接 A试管，大试管连接 B 试管。

两个试管中加入等量澄清石灰水。证明碳酸氢

钠的热稳定性要比碳酸钠的差。

【现象】A 试管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小试管

壁有水珠。B 试管无明显现象。

【分析】装置设计的原理。

【结论】2NaHCO3 Na2CO3 + CO2↑+ H2O
热稳定性 NaHCO3比 Na2CO3差

【板书】2NaHCO3 Na2CO3 + CO2↑+ H2O
热稳定性 NaHCO3比 Na2CO3差

1、在老师的引

导下提出延长

发酵时间的方

法。

2、结合实际现

象提出NaHCO3

加热分解产生

气体的猜想。

3、在老师的引

导下观察并阐

述实验现象。

4、老师解释装

置 设 计 的 原

因，学生深刻

理解实验设计

的严谨的重要

性。

1、提出矛盾

点，再次点燃

学生的探究

激情。

2、让学生自

己总结实验

现象并得出

结论，培养自

信心及对化

学用语的正

确运用。



8

课堂小结，内化运用（用时：1min）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min

【总结归纳】

思路：紧扣做包子的全过程层层递进探究

NaHCO3的化学性质。

知识： 1、NaHCO3与酸反应的反应方程式。

2、与酸反应产生气体的速度 NaHCO3

比 Na2CO3 快

3、NaHCO3受热分解的反应方程式。

4、NaHCO3的热稳定性比 Na2CO3差。

方法： 演示法，观察法，探究法

【知识运用】解释发酵粉的保存。

1、回顾本节课

学习的内容。

2、结合课堂知

识解决生活问

题。

小结知识点，

帮助学生形

成知识架构。

应用拓展，课后思考（用时：30s）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30s

【课后思考】结合离子反应的知识思考与酸反

应产生气体的速度 NaHCO3比 Na2CO3 快的原

因。

结合课堂知识

思考

紧贴课标，体

现重视理论

联系实际，关

注与化学有

关的科学的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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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板书设计

八、 教学评价
评价方法：量规的设计、作业与测验法

评价内容：



10

附件：教材/学案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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