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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总体设计 

本节课根据基于目标导向教学理论，通过课标、教材、学情等分析制定教学目标。根据适

应性教学设计理论，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学法和心理特点进行分析，采用最佳教学模式，以

达到最优教学效果。 

 
 

本课程重点是培养学生“微观探析和宏观辨识”、“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和“证据推理和

模型认知”三个核心素养，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进一步形成对化学反应的“模型观”、“实验

观”、“本质观”和“微粒观”等化学学科概念。培养学生敢于质疑，大胆挑战权威的科学精神。 

本节课借助三重表征策略及联系化学史策略探究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导电原理，采用科学

探究教学模式。首先以“电解质溶液能使电极贴片更好导电”这一问题引入，通过宏观实验探

究氯化钠溶液导电原理，层层深入，从表观到本质。通过穿插化学史以及对比实验，消除学生

的“离子是通电作用下产生”的相异构想。接着通过动画演示、模型展示方式微观分析氯化钠

溶液导电原因，最后用符号表达导电现象背后的微观本质，引导学生对不可直接感知的微观世

界进行想象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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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分析 

（一）、课程标准 

 

从中课程标准中看出，课程标准重视引导学生认识“离子”的一些基本行为，如在溶液中

离子产生、离子反应及离子检验等。而这些都必须基于学生对电解质电离原理理解透彻后，方

能更好理解后续离子行为特征，把握离子反应本质。 

（二）、教材分析 

① 学科价值 

本课题选自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 1 第二章第二节离子反应第一课时—酸碱盐在水溶液中

的电离，本课题是高中体现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的教学内容之一，是学生形成良好的微粒观、

符号观的最佳嵌入点。从初高中的教材的体系看，本节课是学习电解质溶液理论知识的基础，

是初中学习溶液导电性实验、酸碱盐电离知识的延续和深化，同时为在选修四的学习中深入学

习强弱电解质等概念打下基础，所以从体系看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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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社会价值 

电解质的导电原理在人类生活中应用颇为广泛，如下雨报警器、水位报警器、电池等。由

于电解质能电离出离子能够产生离子供人体吸收，在人体中具有维持体液渗透压、水平衡、酸

碱平衡等作用，在医药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文献分析 

本节课设计时，在中国知网共查阅与电解质教学设计相关的文献共 57 篇，其中 23 篇是立

足化学史突破电解质的重难点，5 篇是从宏微结合的视角进行设计，7 篇针对学生对电解质所

产生的相异构想进行讨论。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学生存在“离子是通电作用产生的”的相异构

想，对导电的本质理解不到位，而最好的解决方法便是以科学探究为手段，结合电离理论构建

过程的化学史及三重表征策略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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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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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目标设计 

（一）、核心素养目标 

（二）、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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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用具 

类别 名称 数量 

教学用品 

多媒体课件翻页笔 两支 

PPT 一份 

导学案 若干 

白板贴 若干 

实验仪器 

电解质检测仪 一台 

排插 一个 

50ml 烧杯 5 只 

干抹布 一块 

细口瓶 4 瓶 

实验试剂 

氯化钠溶液 50ml 

氯化钠固体 50g 

纯净水 50ml 

1mol/L 的醋酸 50ml 

10mol/L 的醋酸 50ml 

实验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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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流程及结构 

 

 

图 1 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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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5 课堂教学结构 

 

 

 

 

 

 

 

 

 

 

 

 

 

 

 

 

（注明：图 2 教学结构模式参考了钱扬义教授的 3×5 课堂教学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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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时间 

环节一：问题导入 

【引入】 

由“电解质溶液能使贴片更好导电”

进行导入，提出“电解质溶液为什么能

导电”的疑问。 

 

了解电解质溶液

在医疗上的作用，产生

“电解质溶液为何能

使电极贴片更好导电”

的疑惑 

介绍电极贴

片，导入新课，

引起学生注意

力。 
1min 

【引导】 

以氯化钠为例子，先从组成上探究

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导电原理。 

引导学生探

究纯净水、氯化

钠固体、氯化钠

溶液的导电性。 

环节二：实验一——探究氯化钠溶液导电物质 

【实验一】 

用电解质检测仪测量纯净水、氯化

钠固体、氯化钠溶液的导电性。 

【分析】 

只有氯化钠溶液的灯泡亮了，说明

氯化钠溶液导电物质不是氯化钠固体或

纯净水。 

 

 

观看实验，对三种

物质的导电特性进行宏

观感知。 

激发学生学

习热情，让学生

形成认知矛盾冲

突 

 

2．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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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三：实验二——探究离子产生的原因 

【引导】 

类比金属导电原理，推测溶液导电

原因。 

回忆初中学习的

金属导电原理 

类比金属导

电原理，帮助学

生知识迁移推导

溶液导电原理。 

 

3.5min 

【追问】 

自由移动的离子如何产生？ 

展示法拉第的观点：离子是在通电

的条件下产生的。 

 

根据老师问题积

极思考，讨论。 

 

顺势提出

“自由移动的离

子如何产生的”

问题，激发学生

求知欲，过渡到

下一个教学环节 

【解释】 

按照法拉第的说法，相同的电压下，

溶液浓度越大，由通电解离出的离子应

该越多，导电性应该越强。 

让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探究。排除不

合理方案后进行实验。

 

 

小组讨论，根据控

制变量法原则，提出合

理的实验方案。 

巩固并应用

控制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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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测量 1mol/L 的醋酸溶液和 10mol/L

的醋酸溶液的导电性。 

【分析】 

1mol/L 的醋酸的灯泡更亮，法拉第

的说法不正确。 

 

知道离子产生与

通电无关，对阿伦尼乌

斯的敢于质疑精神感

到敬佩，感慨科学是在

不断修正中进步。 

通过化学

史，强化学生求

真务实、敢于质

疑的科学精神。 

环节四：微观分析与符号表征 

【播放微观动画】 

从微观角度分析氯化钠溶液的导电

原理， 

 

观看微观动画，认

识微粒的行为变化。 

为学生构建

行为微粒观，提

升学生宏微结合

的学科素养。 

3min 

【模型演示】 

通过氯化钠电离模型重新展示电离

过程 

通过模型演示，进

一步理解氯化钠电离过

程，尝试与老师一起写

出氯化钠电离方程式 

引导学生写

出用电离方程式

表征电离过程，

强化符号观意

识。 

【迁移】 

根据氯化钠的导电原理同理总结出

电解质在水溶液的导电原理。解答课前

提出的问题。 

尝试归纳电解质在

水溶液中的导电原理。 

从氯化钠溶

液导电原理过渡

到电解质的导电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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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五：课后思考 

【归纳】 

结合板书带领学生梳理和回忆一遍

本节课的思路。 

 

跟随老师思路梳

理整节课内容。 

将知识点串

联成线，融会贯

通。 

2min 

【思考】 

熔融状态下的电解质是如何能导电

的？ 

思考课后题。 

发散思维，

运用本节课的知

识解决未知问

题，鼓励学生善

于思考 

八、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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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策略设计 

 

十、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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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课堂导学案 

 
【学习目标】 

1. 理解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导电原理，并能写出氯化钠电离方程式 

2. 初步构建行为微粒观和化学符号观。 

3. 学习电离模型 

 
【情景导入】 

思考问题: 

电解质在水溶液中为何能导电？ 

 

【实验一】 

实验目的：探究氯化钠溶液导电原理 

实验试剂：氯化钠溶液、纯净水、氯化钠固体 

实验仪器：电解质测量仪、烧杯 

实验现象： 

试剂 氯化钠溶液 纯净水 氯化钠固体 

灯泡    

说明：          能导电，          和                不能导电。 

实验结论： 

 
【实验二】 

实验目的：探究离子产生是否与通电导电有关 

实验试剂：①1mol/L 醋酸溶液  ②10mol/L 醋酸溶液 

③1mol/L 盐酸溶液  ④10mol/L 氢氧化钠溶液 

             实验仪器：电解质测量仪、烧杯 

实验现象： 

实验试剂     

灯泡   

导电性   

实验结论：离子的产生与通电          。 

 
 
 



“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导电原理”教学设计 

 17 / 18 
 

【微观分析】 

 

1. 电离定义： 产生可以            的        的过程。 

2. 氯化钠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方程式： 

 

【课后习题】 

1. 写出 H2SO4 在水溶液中电离的反应方程式: 

2. 写出 NaOH 在水溶液中电离的反应方程式: 

3. 以下物质能导电的是？（  ） 

A.冰醋酸   B.酒精  C.盐酸  D.蔗糖 

4. 思考：电解质在水溶液中能电离是有水分子这外力作用，而没有水分子存在的熔融状态下，

电解质为何能导电？请从微观角度分析原因，并写出氯化钠在熔融状态下的电离方程式。 

 

 

 

 

 

 

5. 思考：有人说，电解质概念中的“导电”应该改成“电离”，你同意他的观点吗？请谈谈你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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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课本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