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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答题情况，做适当的“答疑解惑”。

设计意图：课堂上“遗留”一些问题，可能会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的“网络资源”自

学，不但可以帮助学生拓展知识视野，更系统、更全面

地看问题，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

四、教学反思

本节课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利用信息技术助力学

习，一方面体验了借助“虚拟实验”探究原电池原理的过

程，学会了设计实验；另一方面，在“游戏”中巩固了课堂

所学知识，抓住了学生的关注点，提高了学习效率。另

外，巧妙地运用“虚拟实验”和“真实实验”各自的优点，

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原电池原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但有些想法还不能通过信息技术完全展

现，教师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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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化学学习
中常用的思维方法。在“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教学

中，教师通过情境导入、性质预测、科学探究、问题解

决等策略，在激发比较意识、寻找比较依据、构建比较

实验、灵活比较解决中，帮助学生构建比较思维，促进

学生对化学概念、原理深度理解，进而将核心素养培

养真正落到实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情境导入，激发比较意识

生活情境：化学物质中有“苏苏两姐妹”，苏打与

小苏打，在厨房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她们的身影。“苏

苏两姐妹”常用作馒头、面条的食品添加剂。苏打的

化学名称为碳酸钠，化学式为 Ｎａ２ＣＯ３；小苏打的化学
名称为碳酸氢钠，化学式为ＮａＨＣＯ３。

教师引导：常言道，观人观面相，物质的物理性质

也要看外观。每个小组的桌子前放着一瓶碳酸钠和

一瓶碳酸氢钠，大家观察一下，发现它们有什么区别？

学生活动：分别取一小勺碳酸钠与碳酸氢钠于试

管中，轻轻晃动试管，观察两者的外观。

学生：碳酸钠为白色粉末状固体，碳酸氢钠为白

色细小晶体。

问题１：分别向试管中滴入５滴水，观察现象。
学生操作、观察并回答：碳酸钠加水后变成晶体，

试管底部温度升高；碳酸氢钠加水后无明显变化，试

管底部温度也无明显变化。说明碳酸钠溶于水放热。

问题２：向其中分别加入１０ｍＬ蒸馏水呢？
学生操作、观察并回答：可以观察到碳酸钠全部

溶解，而碳酸氢钠没有完全溶解，底部有固体剩余。

这说明碳酸钠在水中的溶解度比碳酸氢钠的大。

问题３：向试管中各滴入两滴酚酞，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操作、观察并回答：溶液变红，碳酸钠溶液的

颜色更深一些。说明两溶液呈碱性。

教师引导：这就是她们被当作食用碱的原因。以

上我们研究的是物理性质，下面，根据化学式，讨论一

下两者在物质类别上的不同。

学生讨论并回答：具体见表１。
表１　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比较

物质 类别 构成微粒

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 正盐、碳酸盐、钠盐 Ｎａ＋、ＣＯ２－３

碳酸氢钠（ＮａＨＣＯ３）酸式盐、碳酸氢盐、钠盐 Ｎａ＋、ＨＣ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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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用比较的方式探索碳酸钠与碳酸氢钠
的物理性质，既激发了学生的比较意识，还无形中指

导学生学习了比较法，为后续的性质预测做了很好的

铺垫，有利于实现新旧知识的顺利对接。

二、性质预测，寻找比较依据

问题情境：相同类别的物质化学性质也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比如酸的通性、碱的通性等。下面，根据上

述我们对碳酸钠、碳酸氢钠物质类别的判断，分析两

者可能具有的化学性质，并说出你的依据，试写出相

关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小组讨论１：根据碳酸盐、碳酸氢盐的特点，预测
两者均能与盐酸发生反应。反应方程式分别为

Ｎａ２ＣＯ３＋２ＨＣｌ＝２ＮａＣｌ＋Ｈ２Ｏ＋ＣＯ２↑，ＮａＨＣＯ３＋
ＨＣｌ＝ＮａＣｌ＋Ｈ２Ｏ＋ＣＯ２↑。

小组讨论２：根据复分解反应的特点，碳酸钠溶液还
能与氯化钙溶液反应，反应方程式为Ｎａ２ＣＯ３＋ＣａＣｌ２＝
ＣａＣＯ３↓＋２ＮａＣｌ。

小组讨论３：根据复分解反应的特点，碳酸钠溶液
还能与氢氧化钙溶液反应，反应方程式为 Ｎａ２ＣＯ３＋
Ｃａ（ＯＨ）２＝ＣａＣＯ３↓＋２ＮａＯＨ。

小组讨论４：向澄清石灰水中通二氧化碳，溶液变
浑浊，继续通二氧化碳又变澄清。根据这一现象的后

半句，可以推导出碳酸钙、二氧化碳、水反应生成了可

溶于水的碳酸氢钙，则碳酸钠溶液也能与二氧化碳反

应，反应方程式为Ｎａ２ＣＯ３＋ＣＯ２＋Ｈ２Ｏ＝２ＮａＨＣＯ３。
小组讨论５：在初中我们学习了石钟乳的形成过

程，最后，碳酸氢钙又变为了碳酸钙，使得石钟乳变

长。据此，可以推测碳酸氢钠不稳定，能够受热分解，

反应方程式为２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ＣＯ２↑＋Ｈ２Ｏ。
教师引导：大家对碳酸钠、碳酸氢钠的化学性质

预测得非常好，所找的依据也非常有逻辑，表２总结
了我们对两者的化学性质的预测。

表２　对碳酸钠和碳酸氢钠化学性质的预测

预测内容 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 碳酸氢钠（ＮａＨＣＯ３）

与酸反应 生成二氧化碳 生成二氧化碳

与碱反应［Ｃａ（ＯＨ）２］有沉淀生成 ？

与盐反应（ＣａＣｌ２） 有沉淀生成
不反应，因为碳酸氢

盐、钠盐都溶于水

与二氧化碳的反应 生成碳酸氢钠 ？

热稳定性 受热易分解 ？

　　教师过渡：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用到了哪些方
法？除此之外，研究物质的方法还有哪些？

学生讨论：刚才我们用了观察法、比较法、猜想

法。还有实验法、归纳法等科学探究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对碳酸钠、碳酸氢钠化学性

质的猜想，帮助学生厘清了本节课将要学习的主要内

容，使学生对本节课的学习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明

确了本节课的重难点。同时，师生一起对学习方法的

探究，也强化了学生“方法为先”的观念，为后续的探

究提供了方法导向。

三、科学探究，构建比较实验

问题情境：实验分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是通过实验现象推导物质性质，定量是通过实验

数据推导物质性质。今天，我们采用定性、定量并行

的方式来学习碳酸钠、碳酸氢钠的性质。下面，大家

再次审视一下上面的性质预测，思考我们下面的探究

要分为几个环节，主要活动内容是什么？

学生讨论：上面我们一共对性质进行了五方面的

猜想，至少要进行五次实验进行观察、分析、推理及归

纳，以证明并修正我们的猜想。

实验１：分别取１ｇ碳酸钠、１ｇ碳酸氢钠置于两
只一样的气球中，套在两支盛有５ｍＬ６ｍｏｌ／Ｌ盐酸的
试管上，同时竖起气球，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讨论：盛有碳酸钠的试管中产生气泡慢且

少，气球膨胀的小；盛有碳酸氢钠的试管中产生的气

泡快又多，气球膨胀的大。根据方程式可知，等质量

的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碳酸氢钠产生气泡快且多。但

为什么盛有碳酸钠的试管产生气泡慢呢？

延伸实验：向试管中加入一定量的碳酸钠，滴入

两滴酚酞，然后，逐滴加入１ｍｏｌ／Ｌ的盐酸，边滴边振
荡，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讨论：在滴加盐酸的过程中，开始无气泡，溶

液颜色越来越浅直至无色后迅速产生大量气泡。

解释：Ｎａ２ＣＯ →——３ 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实验２：分别取少量碳酸钠溶液、碳酸氢钠溶液
于试管中，分别滴加氢氧化钙溶液，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讨论：两试管中都有白色沉淀产生。这说明

碳酸氢钠也能与氢氧化钙反应，为什么呢？

解释：在碳酸氢钠溶液中，碳酸氢根存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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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Ｏ－■■３ Ｈ＋ ＋ＣＯ２－３ ，ＯＨ
－促进了 ＨＣＯ－３的电离，先

发生ＯＨ－＋ＨＣＯ－■■３ Ｈ２Ｏ＋ＣＯ
２－
３ 的反应，再发生

ＣＯ２－３ ＋Ｃａ
２＋＝ＣａＣＯ３↓的反应，可以认为是中和反应

与复分解反应的叠加。

碳酸氢钠与氢氧化钙溶液反应的本质，得出反应方

程式：２ＮａＨＣＯ３＋Ｃａ（ＯＨ）２＝Ｃａ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２Ｈ２Ｏ。

延伸推导：碳酸氢钠溶液与氢氧化钙溶液反应中量

的问题留待下节课讨论。大家来推导一下碳酸氢钠与氢

氧化钠的反应方程式。

学生讨论：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ＯＨ＝Ｎａ２ＣＯ３＋Ｈ２Ｏ。

实验３：分别取少量碳酸钠溶液、碳酸氢钠溶液

于试管中，分别滴加氯化钙溶液，观察实验现象。

学生讨论：盛有碳酸钠溶液的试管中出现了白色

沉淀，盛有碳酸氢钠溶液的试管中无现象。这说明前

面的预测是正确的。

实验４：向饱和碳酸钠溶液中通入二氧化碳。

学生讨论：溶液变浑浊，说明碳酸钠与二氧化碳

发生了反应，且碳酸钠的溶解度比碳酸氢钠大，所以

碳酸钠与二氧化碳反应的预测是正确的。

实验５：如图１所示，加热大试管底部，观察现象。

图１　实验装置

学生讨论：连有碳酸氢钠固体试管的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而连有碳酸钠固体的无变化。说明碳酸钠比

较稳定，碳酸氢钠不稳定，受热易分解。说明预测是

正确的。

教师引导：通过实验法、观察法、推理法和归纳

法，我们已经较为完善地对碳酸钠、碳酸氢钠的性质

进行了研究。学生对其中的重难点进行回顾、讨论和

巩固，形成较为完整、科学的知识体系。

设计意图：有了前面的预测铺垫，此处的实验探

究就变得顺畅，特别是对等质量碳酸钠、碳酸氢钠与

盐酸的反应，打破了学生仅进行定性分析的局限性，

体现了定量分析在化学研究中的应用，为后面定量分

析奠定了基础。此外，学生在实验探究中也有了主

见，对实验有了一定的预知，掌握了实验的核心部分，

切实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四、问题解决，灵活比较解决

问题情境：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利用比较的

方法学习了碳酸钠、碳酸氢钠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

质。下面，我们尝试用这些知识解决几个问题。

问题１：胃酸过多时，为什么用碳酸氢钠而不是

碳酸钠？

学生讨论：根据上述的定量分析，等量的碳酸氢

钠消耗的胃酸多，治疗效果好。

问题２：如何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

学生讨论：（１）取等量加盐酸，看生成二氧化碳

的量；（２）取等量逐滴加盐酸，通过现象判断；（３）利

用氯化钙溶液看是否产生沉淀；（４）加热两者的固

体，能产生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的是碳酸

氢钠。

学生质疑：可以用氢氧化钙溶液吗？

学生讨论：不可以，我们只关注了碳酸钠与氢氧

化钙溶液反应中的复分解，忘记了碳酸氢钠与氢氧化

钙中隐藏的中和反应。

问题 ３：如何实现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相互

转化？

学生讨论：Ｎａ２ＣＯ３
①ＣＯ２＋Ｈ２Ｏ，②ＨＣｌ（少量）

①加热（固体），②ＮａＯＨ（溶液
■ ■===========

）

ＮａＨＣＯ３。

问题４：完成一份碳酸钠、碳酸氢钠的思维导图，

突出其在性质上的差异。

…………

设计意图：问题的解决使学生加深了碳酸钠、碳

酸氢钠之间的对比，比较了物质用途上的差异。同

时，物质检验和转化的讨论，从根本上增强了学生对

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总之，“比较”分“比”和“较”两个方面，“比”的

目的在于找出对象的相同点，“较”的目的在于找出

对象的差异点。在“比”的同时完成“较”的任务，在

比较的过程中有肯定、有否定、有质疑、有逻辑，才能

有综合，才能对相关知识进行正确的抽象概括，才能

使学生在比较中螺旋上升，使比较思维这颗种子在学

生的心中慢慢发芽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