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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教学设计
——以化学平衡的移动为例

刘  静 朱  禹 储  皓 宋玉鹤

泰州学院 医药与化学化工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化学平衡的移动是无机化学中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因此从新课导入、教学过程和知识巩固三个环节进行教学

设计，以“实验探究 -提出问题 -分析、解决问题 -得出结论”为主线，培养学生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

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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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平衡是学生在学习物质的状态、化学热力学初

步和化学动力学等知识之后学习的无机化学重要理论之

一，同时也为后面学习电离平衡、酸碱平衡和沉淀溶解

平衡奠定了基础，在《无机化学》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关键作用。这部分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以往教学中

往往是通过理论推导直接把结论告诉学生或者设计情境

让学生想象，学生较容易被表面现象蒙蔽。为了达到教

学目标和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该部分知识，本研究采用

理论结合实验的方法，在对该部分教学内容重新进行教

学过程设计的过程中采用实验探究法，实验现象明显，

使学生印象深刻，目的是使学生明白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更要学生透过看现象背后的本质，以提高自身的科学素

养。

1新课导入
教师播放蔗糖的溶解实验视频，学生认真观看视频、

观察实验现象，教师引导学生得到结论。学生会发现在

一定温度下，蔗糖在水中的溶解最终达到平衡状态。此

时再多加蔗糖，多余的蔗糖无法溶解。然而，如果对蔗

糖溶液加热，使其温度升高，会发现多余的蔗糖又发生

了溶解。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外界条件改变，蔗糖的溶

解平衡发生了移动。教师提问：化学平衡状态是否也会

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呢？在导入部分提出问题，

接下来就是解决问题，随即进入新课的教学环节。同时

通过实验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引导启发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的本质，并具备解决类似问题的能力。

2教学过程

2.1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教师通过视频展示实验，已知重铬酸钾溶液存在如

下平衡：

Cr2O72-+H2O-2H++2CrO42-

向 K2Cr2O7溶液中加入 NaOH溶液，颜色由橙色变为

黄色，再滴加浓硫酸，颜色又由黄色又变为橙色。并提

示学生 Cr2O72-和 CrO42-的颜色，学生观察溶液颜色的

变化并思考颜色变化背后的原因。接着教师和学生一起

进行交流总结，得出结论：如果增大生成物的浓度，反

应向逆反应反向进行；反之，减少生成物的浓度，反应

则向正反应方向进行。在此基础之上，教师提出问题：

那么如果改变反应物的浓度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最后学生通过思考、交流并得出最终结论：改变浓度可

以影响化学平衡。在恒温恒压的条件下，增加反应物浓

度（或者减小生成物浓度），平衡向正反应方向发生移动；

反之，平衡则向逆反应方向发生移动。并让学生根据以

上规律分析改变反应物的浓度会对化学平衡产生怎样的

影响。

2.2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教师通过视频展示实验：取一支带有两个玻璃球的

平衡仪，装有 NO2和 N2O4的混合气体，将平衡仪的一个

玻璃球浸入热水浴中，另一个玻璃球浸入冰水中，让学

生仔细观察两个玻璃球中颜色的变化。提示学生两种气

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如下：

2NO2（g）N2O4（g）ΔrHmΘ=-54.43kJ/mol

且 NO2为红棕色气体，N2O4为无色气体，二者混合

物的颜色根据二者相对含量的不同可以从浅红棕色至红

棕色变化。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并思考、交流发现，玻璃

球的温度发生改变后，颜色也发生了变化，且升高温度

和降低温度颜色变化不同，颜色加深说明红棕色 NO2的

含量增多，颜色变浅说明无色 N2O4的含量增多，即温度

改变后玻璃球内两种气体的含量发生了变化，由此得出

结论：温度可以影响化学平衡。且对于放热反应，如果

体系的温度升高，平衡向逆反应方向发生移动；反之，

平衡则向正反应方向发生移动。

接着，教师提出问题：那么对于吸热反应，温度时

如何影响化学平衡的呢？此环节由同学们相互讨论并得

出正确结论。

2.3压强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教师播放实验视频并给出一定温度但不同的压强下，

氮气与氢气反应生成氨气的实验数据。学生分析：压强

增大 ,氨气的含量增加，即化学平衡向生成氨气的正反

应方向发生了移动。由此学生得出结论：压强增大，化

学平衡向着正反应方向移动。此时教师提出问题：该结

论对所有气体参与的化学反应都适用吗？教师再给出一

定温度但不同压强下，三氧化硫分解反应的实验数据。

学生进一步分析：压强增大 ,三氧化硫的分解率减小，

即化学平衡向生成三氧化硫的反应方向发生了移动。由

此学生得出结论：增大压强，化学平衡向着逆反应方向

发生了移动。教师提出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增大压强，

合成氨的反应向正反应方向移动，而三氧化硫的反应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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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逆反应方向发生了移动？最后学生通过讨论得出结论：

压强影响化学平衡，压强增大，平衡向着气体体积减小

的方向发生移动。

3知识巩固
最后，作为小结，让学生回顾实验现象并描述如何

应用勒夏特列原理判断浓度、温度和浓度对于化学平衡

的影响。

平衡处处存在，应用也十分广泛。学生只要掌握了

化学平衡移动的原理以及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就能使

它更好的为我们服务。如洗衣粉的去污作用，我们知道

衣物上污垢中的油脂成分因其不溶于水而很难用水洗去，

为什么洗衣粉可以把油脂洗干净？且适当提高水温会使

效果更佳。这就是利用了化学平衡移动的原理。教师引

导学生在已学知识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并给出答案。最后

给学生布置课下思考题：我们的牙齿表面均有一层硬的

釉质，该物质（主要成分为羟基磷灰石（化学式为 Ca5

（PO4）3OH））在唾液中存在以下化学平衡：

Ca5（PO4）3OH）（s）5Ca2++3PO43-+OH-

学生思考：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如何利用新课知识

讨论怎样防止龋齿？从而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

4结语
化学平衡的移动是无机化学中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且理论性强，学生难以吃透。本研究利用实验探究法将

实验、动画、视频等融入理论课堂中，经过精心的教学

设计，通过简单的实验视频导入，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

相结合来开展新课，最后选用贴近生活的实例巩固和拓

展所讲知识，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明了化，让学生感受

生活之美、化学之美的同时使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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