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盐类水解知识点归纳 盐类水解教学
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盐类水解知识点归纳篇一

本课时主要通过实验验证盐溶液的酸碱性，并从表观现象出
发，引导学生根据溶液酸碱性与溶液中h+、oh–浓度的关系这
一核心思路，综合应用第1 节的知识和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
知识，分析溶液中各种离子间的相互作用，探究盐类水解的
原理，这样既能巩固所学知识，又能有效地扩展知识，使学
生发生认识上的飞跃。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明确盐类
水解的原理，掌握盐类水解的规律，会判断盐溶液的酸碱性，
并能正确的书写盐类水解的离子方程式。

鉴于本节课理论性较强，教学设计时突出以下特点：

（1）体现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的理念。

（2）利用实验，由宏观结论运用化学知识从微观角度解释问
题，从旧知走入新知，使课堂气氛轻松愉快。

本节课归结起来优点主要有：

（1）学生主动探究意识强。本节课由于采用实验探究的教学
模式，使得课堂气氛活跃，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于培养他们的实验操作能力、观察能
力、表述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



同学互助的教学思想，引导学生去阅读知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动手演示，口头表述，上黑板展示，充分培养学生
的能力。

（2）对于教材中实验的改进非常成功。把家庭小实验以小组
的形式预先布置给学生，学生不但测了实验中要求的四种盐
的酸碱性，有的同学甚至测了洗发水、洗衣粉等溶液的酸碱
性。

用精密试纸使学生对溶液得到酸碱性判断非常准确。

本节课不足之处有：

（2）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基本掌握了盐类水解的原理，
但是盐类水解的方程式书写还不够熟练。

（3）幻灯片在播放时跟不上讲课的速度。

（4）实验时间较长，以至于没能按计划完成相应的练习。

盐类水解知识点归纳篇二

学生的认知能力是学生科学素质中一种重要的科学能力，也
是化学学科对学生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化学概念是抽
象概括的知识，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思维和想象能力。而传
统的教学模式往往单纯灌输，较少的考虑到学生的接受途径
是否恰当。因此，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注意贯彻新课程教
学的理念，采用启发、探究式教学方法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认知过程中思维更加活跃，行为更加主动，获取知识的
需求更加强烈。

教材中《盐类水解》一节内容较抽象，讨论的是学生看不见、
摸不着的微观分子、离子间结合情况，逻辑性强，具很强的
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涉及的知识面较宽、综合性较强，是



前面已学过的电解质的电离、水的电离平衡和水的离子积，
以及平衡移动原理等知识的综合应用。因此教学时应特别注
意引导启发学生灵活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盐类水解的有关问
题。因而在本节内容教学时设计成以实验探究导入，问题探
究模式层层递进的课堂教学模式。

设计学生实验，教师语言，创设问题情景，为学生形成概念
提供感性认识。教师引言“酸溶液呈酸性，碱溶液呈碱性，
那么盐溶液显什么性呢？碳酸钠属于盐类，为什么称之为纯
碱？”学生分组探究实验《测定盐溶液的酸碱性》，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使学生亲身参与到活动中来，提高注意力，促
进完成教学目标，不仅营造了宽松、融洽、民主的课堂气氛，
更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探索能力、表达能力与合作精神。

设计学生思考的阶梯，运用准确、逻辑性强的语言，引导学
生逐步把有关知识抽象为概念。

问题探究1：本课时设计这样一组思考题，让学生们看书、分
析、讨论ch3coona溶液呈碱性的原因，从而归纳出盐类水解
的概念。

1、ch3coona溶液中存在哪些离子？

2、ch3coona溶液中哪些离子间能相互结合成难电离的物质？

3、如果生成难电离的物质，则对水的电离平衡有何影响？

教师设问步步深入，增大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引导学生通
过归纳分析的方法，抽象出化学概念的本质。

（问题探究2）根据ch3coona、nh4cl水解的过程，试分析盐
类水解的实质。

（问题探究3）试分析盐的组成与盐溶液酸碱性的关系。



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得出盐类水解的实质，归纳出盐类水
解的规律。

练习决不是知识的简单重复，设计应有坡度，使学生既能及
时巩固刚学的'知识，又能达到“思、悟、创”的统一。

练习：判断下列盐类是否水解？溶液的酸碱性？写出水解离
子方程式

本节课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设计超乎学生想象的实验)，
激发学生求知欲望，揭示课堂教学的主攻方向，再以富有启
发性、阶梯性的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探究概念的
本质，并抽象形成概念，然后以恰当的练习，使概念得以深
化、巩固，并学习运用。在这过程中，学生们的思维品质，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到提高。这种强调学习主体的思维过
程的教学方式，不但让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学
会了获得知识的方法，也较好地体现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
师的主导作用。

盐类水解知识点归纳篇三

“盐类的水解及应用”是电解质溶液理论的组成部分，它属
于化学基础理论知识。高考在这部分的考察比重很大，而且
重现率是100％，既是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离子浓度的大
小比较和盐溶液ph的判断是考察的二大热点。

本节知识涉及的知识面较宽，综合性较强，是前面已学过的
电解质的电离、水的电离平衡以及平衡移动原理等知识的综
合应用。所以，本章节的知识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化学新课程标准中提出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过去接受
性学习转变为探究性学习，而探究性学习的实施最适宜在教
学中进行，通过选择学科内容中适当的探究点，激发学生开
放性思维，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



时，让学生真正体验到探究性学习的乐趣。这就对新课程下
的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针对本章节的知识特点，我采取了如下教学模式：

（1）从实验所观察的客观事实出发，联系以前所学过的电离
平衡知识，推出盐的水溶液呈现出不同的酸碱性的原因。此
方法存在的优点是：条理性比较清晰，推理论证严谨。缺点
是，要求对弱电解质的电离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部分学生
前面的基础打得不够牢靠，可能会在学习上存在一定的学习
困难。

（2）通过分析盐类水解和弱电解质的电离都是一个可逆反映
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类比能力，然后让学生自己推导出影
响盐类水解的因素。做到了既抓基础知识的落实又要兼顾学
生的能力培养。

（3）为了能够对盐类水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个人在教学
上对盐类水解的规律做了一个总结口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让学生快速记忆知识要点。

（4）为了规范盐类水解方程式、水解离子方程式的书写。我
通过严格要求自己的板书设计，以及请学生自己动手在下面
写，和叫个别同学到黑板上写的“参与式教学”，达到对答
题规范性的培养。

（5）盐类的水解在生产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大量科
学事例，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自豪感，达到对学生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培养。

（6）因为本节内容较难，所以对重点题型进行了讲解，同时
在每一类型的题目后，必加反思体会的过程，以此让学生主
动的发现问题、体验感悟、表达与交流。在这样的环节中培
养他们总结归纳，语言表述，与人合作等能力。



盐类水解知识点归纳篇四

《盐类的水解》这一节课我是这样构思的;首先确立明确的教
学目标，即知识目标：理解盐类水解的本质；理解盐类水解
对溶液酸、碱性的影响及变化规律。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培
养学生运用对比法和依据客观事实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逻辑推理能力。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树立唯物辩证观；培养学生的主动参与
意识和合作精神。教学重点是理解盐类水解的本质。教学难
点是盐类水解方程式的书写和分析。

这节课先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通
过思考辩论，得出结论。让学生充分体验过程与方法。首先
通过复习水的电离平衡，由酸溶液显酸性、碱溶液显碱性是
因为打破了水的电离平衡所导致的，引出盐溶液是显中性的
吗？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得出结论。接着根据实验结论提出两
个问题：

1、盐溶液显出不同的酸碱性，与形成盐的酸碱的强弱之间有
什么关系吗？

2、以醋酸钠为例讨论强碱弱酸盐溶液为什么显碱性？

通过学生分组讨论得到结论。进而运用多媒体课件，演示醋
酸钠溶液显碱性是因为醋酸钠在溶于水时发生了水解的缘故，
使学生的认知得到更进一步深化。在此基础上，让学生以氯
化铵为例分析强酸弱碱盐溶液显酸性的原因，学生很容易的
得出结论：由于氯化铵电离出的铵根离子与水电离出的氢氧
根离子结合生成弱电解质，从而破坏了水的电离平衡，导致
溶液中氢离子浓度大于氢氧根离子浓度，溶液显酸性。顺理
成章的得出强碱强酸盐溶液显中性是因为它不水解的缘故。



对于本课的重点：究竟什么是盐类的水解呢？盐类水解的概
念的得出已是水到渠成，继而引导学生得出水解的条件、水
解的实质、水解的规律以及水解方程式的书写规则。运用多
媒体课件及学生板演对照进行课堂练习，使学生学会盐类水
解方程式的书写，强化对水解实质的理解。最后师生共同归
纳小结，使本节课的知识完整化，目标明朗化。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可取之处一是对重点、难点把握准确。
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是教学活动的依据，也是教学活动的
中心和方向。教学重点、难点明确，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就有
了明确的方向，尽管课堂突出了学生主体，然而课堂始终处
在教师的掌控之中，没有偏离教学活动的中心。

二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大多数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
活动中来，给他们以充分动手、动脑、动口的时间。在课堂
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在
积极参与中经历实践、观察、分析、推理，从而在体验过程
中，形成了完整的化学概念，为日后更深层次的理解概念的
内涵、外延，全面掌握规律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三是恰当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理解盐类水
解的本质是本节课的重点，通过制作多媒体课件，将微观世
界的东西展示给学生，使抽象的概念生动形象了，为学生更
好的理解概念搭建了平台。同时多媒体课件的运用增加了课
的容量和课堂的趣味性。提高了课堂效率，实现了三维一体
的教学目标，提升了课堂品味。不足之处是盐类水解方程式
的书写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巩固练习，可能会造成学生在具
体书写上的不规范等具体问题的发生。而造成后面时间较紧
的原因就是开始的实验探究时间较长，原想给学生一个完整
的实验探究过程（提出猜想——设计实验——观察现象——
得出结论），却没有准确把握学生的能力，疏忽了学生动手
能力较差的弱点，给整个教学过程增添了些许不尽人意之处。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与反思，让我不禁想起苏霍姆林斯基在



《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学生的脑力劳动
是教师的脑力劳动的一面镜子。在教师备课的时候，教科书
无论如何不能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真正能够驾驭教育过程
的高手，是用学生的眼光来读教科书的。”就这短短的几句
话，多年来在我的教学实践中犹如一盏航标灯引领着我。教
的目的是为学，那么教师在备课时首先应该备学生（即了解
学生情况），而后才是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来
备，这样在教学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倍功半。相信当自
己再一次走进课堂的时候，一定会比这节课把握得更到位。
通过反思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在新课程改革中，教师要与新
课程同行，就必须不断提升自我，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学
实践，必须在实践中重新进行角色定位，让课堂成为教师智
慧展现的圣殿，让课堂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的乐土，让课堂成
为学生持续发展的摇篮。

盐类水解知识点归纳篇五

本课时主要通过实验验证盐溶液的酸碱性，并从实验现象出
发，引导学生根据溶液酸碱性与溶液中h+、oh–浓度的关系这
一核心思路，综合应用本章前两节知识，分析溶液中各种离
子间的相互作用，探究盐类水解的原理，这样既能巩固所学
知识，又能有效地扩展知识，使学生发生认识上的飞跃。本
节课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明确盐类水解的原理，掌握盐类水
解的规律，会判断盐溶液的酸碱性，并能正确的书写盐类水
解的离子方程式。

鉴于本节课理论性较强，教学设计时突出以下特点：

1、体现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的理念。

2、利用实验，由宏观结论运用化学知识从微观角度解释问题，
从旧知走入新知，使课堂气氛比较轻松愉快。

本节课归结起来优点主要有：



1、学生主动探究意识强。本节课由于采用实验探究的教学模
式，使得课堂气氛活跃，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利于培养他们的实验操作能力、观察能力、
表述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同学
互助的教学思想，引导学生去阅读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动手演示，口头表述，上黑板展示，充分培养学生的能
力。

2、对于教材中实验的改进非常成功。把演示实验变成小组探
究实验的形式充分培养了学生的探究意识。

本节课不足之处有：

1、课堂气氛还可以更好，我想可能是学生比较紧张，另外有
一个思考题设计的比较难；

3、由于上一节课潘老师刚做完实验，有些药品出现了被污染，
所以有两组实验出现结果偏差，然后我又重新演示以确保学
生明白事实，延误了时间以至于没能按计划完成相应的练习。

总的来说，确实感觉每作一次课都会死很多脑细胞，有一些
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