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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案 截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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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教学，使学生

课题名称 探究碳酸氢钠的热分解产物

所用教书书名及

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必修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所教年级 高一 所教册次、单元 必修一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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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优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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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目标本节课将分别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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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膨胀瞬间”的小视频以及发酵作用原理和基本用量技巧作为主线，探

究碳酸氢钠热分解产生的气体、固体、液体产物，紧贴生活，层层深入，为学生营造了一条

简介、明了且清晰的知识脉络。同时，本节课在碳酸氢钠热分解反应的实验装置上进行了改

进，使实验更加直观化，实验现象更加明显，让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多重感官的方式来进行学

习。

（1）课标分析

（2）教材分析

本节课选自本节课选自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第三章第二节，书本中通过比较法，对比

了碳酸氢钠和碳酸钠的热稳定性，而并未对碳酸氢钠的分解产物进行探究和验证，本节课将

对教材进行拓展，结合类比推理和实验论证等方式来探究碳酸氢钠的热分解产物。同时本节

课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对九年级化学下第十一单元中碳酸氢钠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进一

步的梳理、补充和拓展，有利于学生更深入的掌握有关碳酸氢钠的性质，同时培养学生的探

究思维、类比推理思维，提高学生实验技能水平，对高中化学必修一第四章第四节中铵盐的

热分解反应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了解钠的重要化合

物的性质

结合生活中的实例

或者实验探究学习

以面包膨胀这一现象引

入，并探究原因，联系生

活实际，生动有趣。

以发酵粉的作用原理和

用量方法作为主线，层层

推进，探究碳酸氢钠热分

解产物。

知识技能

元素化合物知识

基本实验操作技能、观察描

述技能

情感储备 好奇心强，乐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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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标

（2）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节课以发酵粉的使用为主要思路，从发酵粉的作用原理及用量方面来探究其主要成

分 NaHCO3 的热分解产生的气、液、固三种产物，与生活紧密相连，层层深入，体现了联系

学习难点

抽象性思维的局限性

类比学习法的运用

知识与技能：①巩固实验的基本操作，会根据提供信息分析产物成分，

并选择试剂进行检验

②会写碳酸氢钠的热分解反应方程式

过程与方法： ①通过类比推理、实验论证等方法得出 NaHCO3的热

分解产物

②学会运用元素守恒等规律推测产物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①掌握发酵粉的作用原理和基本用量技巧

②学会从生活中发现化学，激发学习化学的兴

趣，提高学习积极性

③进一步掌握实验能力和观察能力，养成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用于创新的精神。

教学重点：碳酸氢钠的热分解产物、掌握对比、联系已有知识的学习方法

教学难点：碳酸氢钠的热分解产物、固体产物成分的预测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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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策略、联系—预测策略、知识精加工策略和合作交流策略等。

创设情景，导入新课（1.5min）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5min

【提问】面包的味道是？

通过视频：“面包膨胀瞬间”，创设情景，

引入新课。

【提问】面包为什么会发生膨胀？

学 生 通 过 生 活 常

识，想到物体发生

膨胀多数是由于某

种气体的产生或鼓

入。

通过面包膨胀

视频，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紧贴生活，层层递进（11.5min）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min
面包膨胀的原因

【分析】发酵粉中的小苏打受热易分解产生了

某种气体，使面包膨胀。

回忆面包膨胀的

视频，感受发酵

粉的作用过程

让学生了解面

包 膨 胀 的 原

因，引入贯穿

思考发酵粉的保存方法是什么？

回顾整个探究过程，梳理涉及到的知识点。

发酵粉用量过多时的处理方法。通过联系生活策略，从生活中寻找解

决办法。了解新型发酵粉的作用原理和其部分组成成分的作用。

NaHCO3热分解产生的碱性固体产物。运用联系预测策略通过元素守

恒对碱性产物进行猜想。运用合作交流策略，让学生小组讨论，并从

提供的试剂中选择一种进行检验，确定固体产物的成分。写出 NaHCO3

热分解的反应方程式。

知识运用

课堂小结

拓展运用

导入

过渡

实验一

视频：面包膨胀瞬间

面包膨胀的原因？发酵粉中的 NaHCO3受热分解产生了某种气体。

探究一

NaHCO3热分解产生的气体产物和液体产物的探究。运用联系—预测

策略，通过类比 H2CO3的分解，猜想 NaHCO3热分解的气体产物为 CO2，

液体产物为 H2O。

NaHCO3热分解实验。运用知识精加工策略，对实验装置进行改进。

通过“大烧杯内壁附有水珠”和“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实验现象得

到 NaHCO3热分解的气体产物和液体产物分别为 CO2和 H2O。

发酵粉是不是放得越多越好？NaHCO3热分解会产生一种碱性物质，

影响面包口感。

探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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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气体 液体 固体

本节课的主线

——发酵粉

1min

NaHCO3热分解的气体产物和液体产物

【提问】气体产物和液体产物会是什么？

【分析】从 NaHCO3的化学式分析，结合以前

学习过的某种弱酸的分解进行类比推理。

【板书】

【提问】检验 CO2常用的试剂是？如何观察水

的生成？

【回顾】检验 CO2常用的试剂是澄清石灰水，

CO2会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若反应有水生成，

会有水珠附在玻璃仪器内壁。

1 、 学 生 类 比

H2CO3 的分解产

物，猜想 NaHCO3

热分解的气体产

物为 CO2,液体产

物为 H2O
2、回忆并巩固

CO2 的检验方法

及检验时的实验

现象

培养学生进行

知识回顾和类

比 推 理 的 能

力，学会从旧

知识中找到新

问题的答案。

2.5min

实验一：NaHCO3的热分解实验

【实验】加热分解 NaHCO3，提醒学生观察烧

杯内壁的变化。

【现象】①大烧杯内壁附有水珠②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

【结论】气体产物为 CO2，液体产物为 H2O
【板书】 气体 液体

1、认真观察、学

习老师的实验操

作步骤

2、认真观察实验

现象，并进行准

确的描述，从实

验 现 象 推 出

NaHCO3 热分解

的气体产物和液

体产物

展示正确的实

验操作技能让

学生学习，培

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从现象

推 结 论 的 能

力。

4.5min

NaHCO3热分解的碱性固体产物

【过渡】发酵粉是不是用得越多越好？

【分析】NaHCO3热分解会产生一种碱性物质。

【提问】与 Na 元素相关的碱性物质有哪些？

【板书】

【提问】应该如何检验固体产物，确定它的组

成成分？

【分析】固体产物溶液中大量含有的阴离子可

能是 OH-或 CO3
2-

1、结合学过的知

识，回答出与含

Na 元素的碱性

物质有 NaOH。
和 Na2CO3等。

1、培养学生利

用元素守恒等

规律推测产物

成分的能力，

和联系已有知

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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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in

实验二：检验固体产物

【学生小组活动】

【结论】固体产物为 Na2CO3而非 NaOH
【板书】 气体 液体 固体

【拓展】发酵粉过量时的解决办法。

1、小组讨论，选

择正确的检验试

剂——HCl，并进

行实验

2、书写 NaHCO3

热分解反应方程

式

3、联系生活思考

发酵粉过量时的

解决办法。

1、培养学生合

作学习能力及

实验动手能力

和观察分析能

力

2、写 NaHCO3

热分解反应方

程式

3、拓宽学生视

野，将知识与

生活相联系。

课堂小结，知识运用（2min）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2min

【归纳总结】

思路：通过发酵粉的作用原理及用量技巧

探究 NaHCO3的热分解产物。

知识：①NaHCO3受热易分解

②2NaHCO3 CO2 +H2O+Na2CO3

方法：演示法、观察法、探究法

【知识运用】为发酵粉写一份详细的使用、

保存说明书。

【实践】亲手做面包，感受实践的乐趣。

整理回顾本节课学

习的内容

小结知识，帮

助学生形成知

识结构，深化

学生记忆。

结论
结论

△

NaHCO3的热分解产物

CO2 H2O Na2CO3

△

CO3
2- OH-

2H++CO3
2- CO2 +H2O

烧杯内壁

附有水珠现象
与盐酸反应

产生气泡

（副板书）

猜想

实验 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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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量规的设计、作业与测验法

评价内容：

课堂教学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

基

本

要

求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评价结果

1.教学目标

A B C
（1）科学性

（2）适切性

2.教学过程

（3）张弛有度

（4）学生参与

（5）有效有序

（6）关注差异

3.教学氛围
（7）师生关系

（8）课堂气氛

4.教学效果

（9）知识技能达到要求

（10）探究问题积极

（11）问题解决有效

教学特色（发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