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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总体设计 

 

 

“手持技术”又叫“掌上技术”，是由数据采集器、传感器和配套的软件

组成，与计算器等设备相连接，能定量采集数据并以多媒体形式展示的

一项新型实验技术，其特点是将不易观察的现象以数字、曲线等形式展

示出来。相较于传统的演示实验，手持技术实验更能展现化学反应中“量”

的变化和不易观察的“微观本质”。 

本节课基于手持技术的四重表征教学策略，力图达到“转定性为定量，

化抽象为直观”的目标。本节课以 “面团大小差异”的问题情境引起学生

的思考，以探究“为什么小苏打发的面团比纯碱的大”为线索，通过定

性实验与定量实验获取宏观证据（实验现象），来比较 Na2CO3、NaHCO3

与盐酸的反应快慢；采用手持技术探析反应的过程，根据 pH 传感器实时

呈现出的 pH 变化曲线，学生可以直观形象地看到 Na2CO3 与盐酸分为两

个阶段，从而更好地理解反应实质。最后，通过动画分析其反应的微观

过程，并引导学生用离子方程式进行符号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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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学内容分析 

（一）课程标准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要求：“结合真实情境中的应用

实例或通过实验探究，了解Na2CO3和NaHCO3的主要性质，了解这些物质在生产、

生活中的应用。”因此，教学中应重视开展高水平的实验探究活动，紧密联系生

产和生活实际，创设丰富多样的真实问题情境，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学习途

径。 

根据新课标要求，本节课采用基于手持技术的四重表征教学策略，以面团大

小不同为情景，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学生通过宏观实验探究，并利用手持技术探

析反应本质，从宏观、曲线、微观、符号四方面对反应进行表征，进而掌握Na2CO3

和NaHCO3与盐酸的反应本质。 

 

（二）教材分析 

 

1.实验留白 

本节课位于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第三章第二节，本课题在三种版本的高中

化学教材中的呈现方式不同，具体如下表所示。对比其他两种版本，我们得知，

人教版没有涉及 Na2CO3、NaHCO3与盐酸反应的实验。教材中对于实验的留白，

为教师的实验教学设计和学生能力的提升都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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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前启后 

① 承前：本章节是初中化学关于“生活中常见的盐”学习的延伸，学习本课程完

善了学生关于钠盐的知识体系。同时，巩固必修一第二章“离子反应”的知识框架。 

② 启后：为之后选修四《化学反应原理》“弱电解质的电离”的学习打下重要基

础，同时为“化学反应速率”的学习提供经验。 

 

   

 

（三）文献分析 

本节课设计时，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等文献网站中共查阅有关 Na2CO3

和 NaHCO3 与盐酸反应的教学文献 26 篇，其中用手持技术辅助化学教学的文献

有 9 篇，用四重表征策略进行教学的有 8 篇，有关 Na2CO3 和 NaHCO3 与盐酸反

应改进实验的有 13 篇。 

本次教学在查看文献的基础上，借助手持技术进行实验，打破传统气球膨胀

实验的局限性，使不易观察的微观本质“可视化”，帮助学生理解反应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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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生情况分析 

（一）知识基础 

已有：在初中阶段已对 Na2CO3、NaHCO3 有初步的认识，已经学习了 Na2CO3、

NaHCO3 与盐酸反应的反应方程式，基本能正确书写；在高一化学必修一第二章

已经学习了“离子反应”，能理解电解质在溶液中的反应实质上是离子之间的反应。 

欠缺：未能判断 Na2CO3、NaHCO3 与盐酸的反应快慢差异、 未能理解 Na2CO3、

NaHCO3 与盐酸反应的微观过程。 

 

人教版初三化学下册第 71 页        人教版高一化学必修一第二章第二节第 31 页 

 

（二）学科能力基础 

已有：初步掌握探究金属化合物的一般方法，如对比法、控制变量法等。 

欠缺：证据推理能力。 

 

 

（三）思维与兴趣特点 

已有：高一学生比较活泼，好奇心强、乐于探究，提供了情感保障。 

欠缺：定量分析的思维有待提高，对微观层面的知识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 

 
对 策  

借助模拟动画，引导学生从微观角度分析反应过程中所产生的分子、离子。 

对 策  

引导学生从定性与定量结合上收集证据，基于实验现象和 pH 曲线图进行分析 

并得出结论 

对 策 
借助对比实验，了解反应快慢差异，并通过 pH 曲线图和微观分析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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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一）教学目标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难点 

 
 

 

五、 课前准备 

类别 名称 数量 

教学用品 

多媒体课件翻页笔 两支（一支备用） 

白板笔（红黑蓝） 三支 

白板擦 一个 

磁贴 若干 

PPT 一份 

学案 若干 

实验视频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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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学流程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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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学过程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知识线 能力线 素养线 观念线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用时 1.5min） 

【生活小情境引入】 

[师]：现场展示两个面团。 

 

[生]：观察、按压有什么不同。 

/ / 

通过面团发

酵 导 入 课

堂，将化学

与生活紧密

联系，培养

科学态度与

社会责任素

养 

化学可以

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体现社会

观。 

【逻辑推理】 

[师]：为什么小苏打发的面团会更

大更软？ 

巩 固 旧 知

识，并培养

学 生 运 用

将 问 题

进 行 分

解，引导

/ 

通过逻辑

推理，分析

原因，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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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跟着教师的思路思考并回答

问题。 

[作出猜想]：NaHCO3 与盐酸反应比

Na2CO3 快。 

已 学 知 识

去 解 释 未

知的能力。 

学 生 进

行 逻 辑

推理，提

高 学 生

化 学 思

维能力。 

逻辑分析

方法获取

科学知识，

体现了本

质观。 

（二）定性实验，宏观辨识（用时 2min） 

[师]：讲解实验装置，播放视频。 

 

[生]：观察实验现象，完成学案并

总结在实验过程中收集到的宏观证

据。 

宏观证据：NaHCO3 和盐酸反应更

剧烈，产生的气泡更快； 

初步结论：同等条件下，NaHCO3

与盐酸反应更快。 

通 过 实

验，比较

Na2CO3 、

NaHCO3

与盐酸的

反应速率

大小。 

通 过 实

验，学生

获取宏观

证据并得

到结论，

提高了学

生的实验

探 究 能

力。 

学生根据相

关提示，从问

题出发，探究

反应速率大

小，根据证据

推理得出结

论，培养学生

科学探究与

创新意识素

养。 

运用化学

实验进行

实证，对物

质及其变

化的规律

进行化学

实验探究，

体现了实

验观。 

（三）定量实验，整合信息（4.5 min） 

[师]：播放实验视频，介绍手持技

术，及如何借助手持技术探究

Na2CO3 和 NaHCO3 与盐酸的反应。 

[生]：观看实验视频。 

通过定性

与定量实

验相结合

的宏观现

象，认识

Na2CO3 、

掌握定性

和定量相

结合的实

验探究方

法，提高

探 究 能

（1）通过对

手持技术的

认识与对曲

线的分析，感

受手持技术

的实时性、

学生观看

实验视频，

收集证据，

推理出结

论，体现了

实验观。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省赛 师范技能！逆袭吧少女！！/陈柳青 省赛/定性实验/定性best.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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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证据：NaHCO3 和盐酸反应更

剧烈，产生的气泡更快； 

最终结论：同等条件下，NaHCO3

与盐酸反应更快。 

[师]：提问为什么两者和盐酸的反

应速率会不同？引导学生结合实验

的宏观现象，分析 pH 曲线图。 

[生]：观察 pH 曲线，寻找关键信息。 

同桌之间讨论学习并举手发言，回

答讨论结果。得到推论，即反应的

本质。 

 

曲线信息（1）：AB 段无气泡产生，

说明这一段反应不生成 CO2 气体。

BC 段:有气泡产生，说明产生了二

氧化碳，推出 Na2CO3 与盐酸的反

应分两步进行；NaHCO3 与盐酸为

一步反应。 

曲线信息（2）：BD 段和 MN 段基

本重叠，说明 Na2CO3 与盐酸的第

NaHCO3

与盐酸反

应速率大

小 的 差

异。 

力。 准确性和直

观 性 等 特

点，提高学习

兴趣，培养学

生科学探究

与创新意识

核心素养。 

（2）基于宏

观现象证据

与曲线数据

证据，推理出

Na2CO3 、

NaHCO3 

与盐酸的反

应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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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反应为 NaHCO3 与盐酸的反

应。 

（四）微观探析，符号表征（2.5 min） 

[师]：播放微观动画，分析每个曲

线段发生的离子反应。 

[生]：观看动画，从离子反应的视

角理解 Na2CO3 与盐酸的分步反应

本质、NaHCO3 与盐酸的一步反应

本质。 

   

[符号表征] 

[生]：一人举手上台书写书写离子

方程式，其他同学在学案上完成。 

[师]：评改。 

（1）提升

学 生 对

Na2CO3 ，

NaHCO3

与盐酸的

反应实质

的 理 解

（微观层

面）。 

（2）巩固

学 生 对

“电解质

在溶液中

的反应实

质上是离

子之间的

反应”的

理解。 

（3）考察

学生对分

步反应的

离子方程

式（符号

表征）掌

握情况。 

通过实验

现象进行

宏观表

征、pH 曲

线进行曲

线表征，

以微粒动

画进行微

观表征，

离子方程

式进行符

号表征，

提高学生

化学表征

能力。 

从pH曲线上

获取宏观证

据，从微粒动

画获取微观

证据，整合证

据，推理分析

得出结论，培

养学生宏观

辨识与微观

探析、证据

推理与模型

认知核心素

养。 

（1）通过

观看微粒

动画，掌握

化学反应

的本质，体

现了微粒

观和本质

观。 

（2）在书

写离子方

程式时，引

导学生运

用元素守

恒定律、电

荷守恒定

律进行配

平，体现了

守恒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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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堂总结，布置作业（1.5min） 

[师]： 

课堂思路：发现问题→提出猜想→

实验探究（定性实验＋定量实验）

→证实猜想→原因分析(分析曲线

＋微观探析)→推出反应本质。 

教学策略：四重表征 

[生]：回顾本节课所学内容。 

思 路 梳

理，整理

知识点。 

引导学生

回 顾 总

结，提高

学生知识

归 纳 能

力。 

/ / 

【课后作业】 

1、用纯碱和小苏打发酵的两个大小

相同的面团，蒸煮后，得到的包子

大小是否相同？请大家查阅课本，

思考一下，还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用压强传感器替换 pH 传感器，

图象如何变化？请动手画一画。

 

（1）为下

节课《碳

酸钠、碳

酸氢钠的

热 稳 定

性》的学

习 做 铺

垫； 

（2）启发

学生运用

化学知识

解决生活

问题。 

学生根据

反 应 本

质，从压

强变化出

发，绘制

反 应 曲

线，完成

知识的转

变，提高

学生知识

转 变 能

力。 

使学生学会

运用化学知

识解决生活

问题，培养化

学联系生活

的意识，体验

化学知识的

社会文化嵌

入性。培养学

生科学精神

与社会责任

核心素养。 

在学习了

pH 变化曲

线模型的

基础上，让

学生构建

压强变化

曲线模型，

体现了模

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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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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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学评价 

（1）评价方法：量规的设计、作业和测验法 

（2）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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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教材 

（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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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配套学案 

探究 Na2CO3、NaHCO3与盐酸的反应本质 

——基于手持技术的四重表征教学 

★【发现问题】 

为什么小苏打发酵的面团会更______ ？ 

 

★【提出假设】 

碳酸氢钠和柠檬酸反应更______。 

 

★【定性实验】 

宏观证据：______和盐酸的反应产生气泡更快。 

初步结论：同等条件下，______与盐酸反应更快。 

 

★【定量实验】 

宏观证据：______和盐酸的反应产生气泡更快。 

最终结论：同等条件下，______与盐酸反应更快。 

 

★【曲线分析】 

 

曲线信息（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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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信息（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符号表征】 

① Na2CO3与 HCl 分步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 NaHCO3 与 HCl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后作业】 

1、用纯碱和小苏打发酵的两个大小相同的面团，蒸煮后，得到的包子大小是否

相同？请大家查阅课本，思考一下，还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用压强传感器替换 pH 传感器，图象如何变化？请动手画一画。

 

压强（kPa） 压强（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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