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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背景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版）倡导开展“素养为本”

的教学，从传统的“双基”发展到三维目标，再发展到核心素养，
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化学根据自身学科特点提出“宏观辨识与微
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实验
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五大核心素养。如何将
核心素养真正内化为学生的综合素质，这需要教师重新深入挖掘教
材，精心设计教学过程，重视化学实验尤其是学生实验的开展，合
理创设真实的情境，使教学内容贴近生活、社会实际。笔者在2018
年市级公开课备课过程中，尝试在完成教学三维目标的同时聚焦学
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2  数学分析
2.1教材分析

“盐类的水解”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反应原理
（苏教版）中专，题三“溶液中的离子反应”第三单元“盐
类的水解”的一节教学内容。本节课其知识综合性强，是弱电解
质电离平衡、水的电离平衡、平衡移动原理的综合运用。盐类的
水解平衡是电解质溶液平衡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2.2学情分析
学生已有化学平衡概念但对平衡移动知识尚未建构，已掌握

醋酸、氨水、水等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会判断溶液的酸碱性并
能够使用pH试纸测量溶液的pH。高一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验操作能
力、观察宏观现象及微观分析能力。

2.3教学目标
聚焦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将教学目标确立如下：①情感态度

价值观目标：着力于让学生关注生活实际，通过生活中的化学知
识让学生直观感受学习化学的价值，从而让学生产生学习化学的
内驱力去学好化学并且用好化学，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②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实验探究，从现象观察到本质分析，严谨
的证据推理，抽象规律总结完成盐类水解概念的自主建构。③知
识与技能目标：能根据形成盐的酸和碱强弱对盐进行分类；能从
盐的组成从形式上初步判断盐溶液的酸碱性；能解释盐溶液呈酸
性或碱性的原因；建构盐类水解反应概念；理解盐类的水解反应
的本质；掌握盐类水解方程式、离子方程式的书写；了解盐类水
解在实际生活的中应用。

3  教学过程
3.1 环节一：创设真实情境，发现问题

“泡沫灭火器模拟实验”参考文献

聚焦化学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实践
——以《盐类的水解反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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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综合学习能力。本文以“盐类的水解反映”谈素养为本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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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H+吗？问题3：盐溶液都是呈中性的吗？存在酸性

的盐溶液吗？
3.2环节二、总结分析推理，建构思维模型

【阅读教材－-－理解概念】
（1）盐类水解定义：像这样，在水溶液中盐电离产生的离子

与水电离产生的氢离子或氢氧根离子结合生成弱电解质的反应，
叫做盐类的水解

（2）盐类水解本质：盐电离产生的阳离子或阴离子能结合水
电离产生的氢氧根离子或氢离子生成弱电解质，从而促进水的电
离平衡朝着电离方向移动。

（3）盐类水解的特点：①盐类的水解是中和反应的逆过程：
②盐类的水解是吸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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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H + NaOH；③一般情况水解程度较

小，故水解产物较少，盐溶液的酸性或碱性较弱。
3.3环节三、形成化学眼光，看生活实际
泡沫灭火器：内筒为塑料桶，内盛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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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筒和外筒之间装有NaHCO
3
溶液，

【思考】两种溶液能互换吗？

4  教学反思
聚焦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应聚焦精心的教学设计，

在真实的情境中让学生去发现问题，在充分调动学生已有认知通
过合作探究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建立思维模型。化学
实验是永不过时的素材，其魅力和价值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因此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中充分挖掘实验素材，合理优化开展实
验尤其是学生实验。

对于学生“多上一节课少上一节没有太大关系，但少做一个
实验将可能是一个很大遗憾”化学核心素养不是具体知识点的落
实，需要学生在参与体验过程中自然而然获得的。在今后遇到实
际问题时学生能自发地用化学的眼光去看待、分析、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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