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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概念直观化教学 
——以“化学平衡”概念教学为例 

◆魏晓萍 

（龙川县田家炳中学  广东河源） 

 
摘要：抽象化学概念的学习一直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难点。针对这一难

点，本文以“化学平衡”概念教学为例,尝试利用“宏观”实验教学手段,

让抽象的化学概念在教学过程中形象化、直观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而

培养学生深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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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教学中，有些概念比较抽象难懂，被研究的物的宏观
和微观相互存在着许多难理解的关系。如“化学平衡”的概念较
为抽象性，是高中化学概念学习中 困难和 重要的部分之一，
学生不易理解、接受。教师采用“告诉式”教学显得枯燥、空洞，
使学生失去对化学的兴趣。学生概念学习时会倾向于使用自己在
生活中已经形成的直观经验来进行理解，如果我们能利用“宏观”
实验教学手段,让抽象的化学概念在教学过程中看的见、摸的着，
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下面就以“化学平衡”概念教
学为例，谈谈抽象概念直观化的教学。 

一、教材实验直观化，降低概念的学习难度 
我们依据学情，从知识的逻辑次序，学生认知规律出发，新

课标从已学过的溶解结晶平衡导入化学平衡。教材用文字描述了
溶解结晶平衡实验：“当温度一定时，固体溶质在某溶剂中形成
饱和溶液，溶液中的溶质质量为一定值（溶解度）。长时间的观
察表明，溶液中的固体溶质的外形竟然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小晶
体会长大，有的晶体的棱角消失了，但是固体溶质的质量却没有
改变。”这样的文字描述由于无法直接感知、观察仅靠推理与想
象,使得平衡形成和建立过程尤显抽象难懂。 

教学中我们把上述实验进行直观化设计。一定温度下，将一
块不规则的胆矾晶体放入饱和硫酸铜溶液中，称量并记录前后质
量。一周后发现晶体的形状由不规则变得规则。将实验前后胆矾
晶体的形状拍成图片，这样将复杂的文字表述转化为简洁的图片
和数据直观展现,让学生观察并感知溶解平衡建立的过程。利用
“宏观”实验表达微观变化，使之变得通俗易懂，简单明白。 

二、实物模拟，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 
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物模拟的形式可以体验化学平衡这一

概念的内涵。我设计了一简单实物模拟实验，极好的解释了化学
平衡的各知识要点。通过学生移动卡片来模拟一定条件下，可逆
反应 A(g)⇋B(g)。模拟反应：假设反应前共有 18 张卡片，且都为
反应物 A 的浓度，即生成物 B 的浓度为 0。从 A→B 移走的数目

象征正反应速率，B→A 移走的数目象征逆反应速率。根据反应
方程式，反应进行，移动卡片模拟整个反应过程及其反应中量的
变化如表中所示。 

表 1 
t/s 0 1 2 3 4 5 
A 堆的卡片数:c(mol/L) 18      
B 堆的卡片数:c(mol/L) 0      
从 A→B 移走的数目 6 5 4 3 3 3 
从 B→A 移走的数目 0 1 2 3 3 3 

表 2 
t/s 0 1 2 3 4 5 
A 堆的卡片数:c(mol/L) 18 12 8 6 6 6 
B 堆的卡片数:c(mol/L) 0 6 10 12 12 12 
从 A→B 移走的数目 6 5 4 3 3 3 
从 B→A 移走的数目 0 1 2 3 3 3 

当表中 A→B 移走的数目和 B→A 移走的数目都为 3 时即象
征正、逆反应速率相等，此时 A=6,B=12，A、B 卡片数不再改变
时象征混合物中各组分的浓度不再改变，并不是两堆卡片数相
等。它说明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状态时，反应混合物中的各组分的
浓度保持不变，并不是指浓度相等。 

用卡片演示化学平衡可以让学生从宏观上看到化学平衡的
过程。老师亦可以通过探究活动设计本次实验，通过学生自己的
动手移动卡片活动，加深对化学平衡这一概念中知识点的理解。
模拟的让抽象的东西宏观化，使学生更生动的理解化学平衡概
念，并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 

综上，抽象化学概念之所以会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主要是
因为对化学反应的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
学习起来难免感到吃力。教师利用宏观实验，就能使抽象概念由
无形变有形、由枯燥变生动、由复杂变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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