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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設計目的 

1）化學是一門實驗科學，通過科學實驗揭示事物的變化規律。對於科學研究， 
學生往往覺得神秘而陌生。本次教學設計通過實驗探究教學，讓學生親身體

驗科學家是如何通過一個實驗現象一步步假設、歸納、總結，最後揭示出事

物的變化規律的，使學生對科學研究的方法有個初步的接觸，消除學生對科

學研究的神秘感，從而使學生建立起科學研究的意識。 
2）化學是一門從生產實踐和生活實踐中總結出來的一門科學，和我們身邊的事 

物息息相關，但由於我們教學的緣故，讓學生覺得化學離我們的生活相距甚

遠。本次設計通過介紹鹽類水解在生產和生活中九個不同類型的具體運用，

讓學生懂得化學就在我們身邊，學好化學可以更好的為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服

務。 
 

設計內容 

1）從不同鹽溶液的酸鹼性假設、歸納、總結出鹽類水解的規律和實質，能初步

根據鹽的組成判斷鹽溶液的酸鹼性。 
2）能正確書寫各種不同類型的鹽水解的離子方程式。 
3）實驗探究找出鹽類水解的影響因素。 
4）通過九個不同類型的實例說明鹽類水解的廣泛應用。 
 

創意與特色 

1）採用“科學程序法”探討鹽類的水解及其規律，使學生瞭解一個理論的提出所

必需要的三個步驟：即分析原因，尋找本質；探明因果，提出假說；實驗驗

證，形成理論；瞭解如何真正去做科學研究，體驗了科學研究工作需要大膽

的創新和高度的嚴謹性，為學生將來從事科學研究提供了一次良好的鍛煉機

會。 
2）一個無色透明的溶液中，離子間是如何相互結合使不同的鹽溶液顯示出不同

的酸鹼性，這個過程看不見，摸不著。通過動畫形象地再現鹽在水中的電離

過程，以及鹽電離出的不同離子是怎樣打破水的電離平衡，導致鹽溶液顯示

出不同的酸鹼性。將一個微觀過程用一個直觀的動畫展示給學生，幫助他們

理解鹽類水解的實質，突破本課的重點。 
3）理論結合實踐。通過大量的實例將鹽類水解的原理廣泛運用到工農業生產和

日常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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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 知識目標 
(1) 鹽類水解的規律、實質及表示方法。 
(2) 影響鹽類水解的因素。 
(3) 瞭解鹽類水解的應用。 

2. 能力和方法目標 
(1) 通過鹽類水解、弱電解質電離的相互聯繫理解知識間的內在聯繫，提高

綜合理解能力。 
(2) 通過有關實驗，提高用化學實驗解決問題的能力。 
(3) 通過水解平衡的分析，進一下提高運用平衡移動原理分析和解決問題的

能力。 
3. 情感目標 

通過對鹽類的水解在工農業生產生活中的應用，培養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學

習興趣及進行對知識學習致用的教育。 
 

教學重點：鹽類水解的本質 

 

教學難點：鹽類水解方程式的書寫 

 

教學方法：科學程序法、多媒體教學 

 

教學時數：2 學時（每學時 40 分鐘） 

 

學生人數：5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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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時 鹽類水解的規律 

 
學習準備 
1. 氨水、氫氧化鈉、硫酸、醋酸、碳酸、碳酸鈉、氯化銨 7 種物質中屬于弱

電解質的是（ ） 
2. 弱電解質的電離和強電解質的電離有何不同？ 
3. 通常情況下，水既能電離出 H+ 又能電離出 OH- ，為什麼水既不顯酸性又

不顯鹼性？ 
 
[引入] 
以水的電離平衡為基礎，說明 HCl、NaOH 的水溶液為什麼分別顯示酸性和鹼性。 
 
[板書] 

第三節 鹽類的水解 
一、鹽類水解的規律 
 
[提問] 
碳酸鈉俗稱純鹼。碳酸鈉和碳酸氫鈉都是鹽，為什么在日常生活和生產中都把它

們當作鹼來使用？ 
 
[老師演示實驗] 
取濃度均為 0.1mol/L 的六種溶液 CH3COONa、Na2CO3、NH4Cl、Al2(SO4)3、NaCl、
KNO3，用潔淨、乾燥的玻璃棒分別蘸取六種溶液抹在 pH 試紙上，檢測溶液的

pH 值。 
 
[投影] 

CH3COONa pH > 7    顯鹼性 
Na2CO3  pH > 7    顯鹼性 
NH4Cl   pH < 7    顯酸性 
Al2(SO4)3  pH < 7  顯酸性 
NaCl   pH ≈ 7  顯中性 
KNO3   pH ≈ 7  顯中性 
 

[總結] 
鹽溶液並不都顯中性，有的顯酸性，有的顯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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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程序法＂三步驟 
1. 分析原因、尋找本質 
[討論] 
鹽溶液的酸鹼性與生成鹽的酸和鹼的強、弱之間有什麼關係？ 
 
[投影] 

生成鹽的 
測試對象 溶液酸鹼性 

酸 鹼 
鹽的類型 

CH3COOH NaOH CH3COONa 
Na2CO3 

顯鹼性 
顯鹼性 H2CO3 NaOH 

強鹼弱酸鹽 

HCl NH3
.H2O NH4Cl 

Al2(SO4)3 
顯酸性 
顯酸性 H2SO43 Al(OH)3 

強酸弱鹼鹽 

HCl NaOH NaCl 
KNO3 

顯中性 
顯中性 HNO3 KOH 

強酸強鹼鹽 

 
2. 探明因果、提出假設 
[老師引導學生提出假設] 
強鹼弱酸鹽的水溶液顯鹼性 
強酸弱鹼鹽的水溶液顯酸性 
強酸強鹼鹽的水溶液顯中性 
 
[板書] 
(1) 強鹼弱酸鹽的水解 
 
[論証假設] 
以 CH3COONa 為例，要求學生討論並回答下列問題 

 CH3COONa 是什麼類型的鹽? 
 它在水中以什麼形式存在？ 
 其水溶液中存在哪些微粒？ 
 這些微粒能相互反應嗎？ 
 若反應，結果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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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醋酸鈉在溶液中的變化 
CH3COONa  ==  CH3COO--  +  Na+ 
                    + 

H2O           H+    +    OH-- 

 
 

CH3COOH  
 
CH3COO--  +  H2O        CH3COOH  +  OH-- 
 
CH3COONa  + H2O       CH3COOH  +  NaOH 
 
[老師講解] 
CH3COONa 溶于水時，CH3COONa 電離出的 CH3COO--  離子和水電離出的 H+ 離

子結合生成難電離的 CH3COOH，消耗了溶液中的 H+  離子，使水的電離平衡向

右移動，當達到新的平衡時，溶液中  [OH - ] > [ H+ ] , 從而使溶液顯鹼性。 
 
[板書] 
(2) 強酸弱鹼鹽的水解 
 
[投影] 
氯化銨在溶液中的變化 
NH4Cl  ==  NH4

+  +  Cl - 
+ 

H2O          OH -   +   H+ 
 
 

NH3
.H2O 

 
NH4

+  +  H2O      NH3
.H2O  +  H+ 

 
NH4Cl  +  H2O       NH3

.H2O  +  HCl           
 
[老師講解] 
NH4Cl 溶于水時，NH4Cl 電離出的 NH4

+ 離子和水電離出的 OH - 離子結合生成

難電離的 NH3
.H2O，消耗了溶液中的 OH - 離子，使水的電離平衡向右移動，當

達到新的平衡時，溶液中[ H+ ] > [OH - ] , 從而使溶液顯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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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 
(3) 強酸強鹼鹽的水解 
 
[投影] 
NaCl  ==  Na+    +    Cl – 

+          + 
H2O          OH -   +    H+ 

↓          ↓ 
不能生成      不能生成 
弱電解質      弱電解質 

 
老師講解 

NaCl 溶于水時，NaCl 電離出的 Na+ 離子和 Cl – 離子不能和水電離出的 OH 
- 離子和 H+ 離子結合生成弱電解質，水的電離平衡不移動，故溶液中 [ H+ ] = 
[OH - ] ，溶液顯中性。 
 
3. 實驗驗証、形成理論 
取濃度均為 0.1mol/L 的三種溶液 Na2S、CuSO4、Na2 SO4，用潔淨、乾燥的玻璃

棒分別蘸取三種溶液抹在 pH 試紙上，檢測溶液的 pH 值。 
 
[投影] 

Na2S  pH ≈ 10  顯鹼性 
CuSO4  pH ≈ 5  顯酸性 
Na2SO4     pH ≈ 7  顯中性 

總結：強鹼弱酸鹽，其溶液顯鹼性；強酸弱鹼鹽，其溶液顯酸性；強酸強鹼鹽，

其溶液顯中性。 
 
[投影] 
在溶液中鹽電離出來的“弱”離子與水電離出來的 H+ 或 OH－ 結合生成弱電解質

的反應，叫做鹽類的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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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鹽類水解的規律 

類型 實例 
是否 

水解 
水解的離子 

生成的弱

電解質 

溶液的

酸鹼性 

強酸弱鹼鹽 NH4Cl 水解 弱鹼陽離子 弱鹼 酸性 

強鹼弱酸鹽 CH3COONa 水解 弱酸陰離子 弱酸 鹼性 

強酸強鹼鹽 NaCl 不水解 無 無 中性 

 
口訣： 

誰弱誰水解；無弱不水解； 
都弱都水解；越弱越水解； 
誰強顯誰性；同強顯中性。 

 
[總結] 
水解的條件：生成弱電解質 
水解的實質：破壞了水的電離平衡 
水解反應與中和反應的關係 
 
                   中和  

       酸  +  鹼      鹽  +  水  +  熱量 
                   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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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練習 
指出下列鹽中哪個離子能發生水解？水解後的溶液酸鹼性如何？ 
1) FeCl3   2) NaHCO3   3) K2SO4   4) Na2S   5) CuSO4   6) Na3PO4 
 
[老師講解] 
水解方程式的書寫注意事項 
1. 用        符號  因水解是不完全的 
2. 不寫↑、↓    因水解程度是很小的 
3. 多元弱酸根分步寫（第一步為主），多元弱鹼一步寫 
4. 注意配平方程式時質量和電荷守恆 
 
課堂練習 
寫出下列鹽溶液水解的離子方程式 
1. Na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CuCl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KAl(SO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Na2SO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難點講解] 
Na2CO3 的水解 
第一步 CO3

2- 先與水電離出來的 H+ 結合為 HCO3
- 

CO3
2-  + H2O     HCO3

-  + OH-      C (OH－)＞c ( H+) 
 
第二步水解為 HCO3

- 進一步與水電離產生的 H+ 結合為 H2CO3，但由於受到第一

步水解的抑制，第二步水解程度很小。 
HCO3

-  + H2O     H2CO3  + OH-      C (OH－)＞c ( H+) 
 
課堂練習 
在(NH4)2S 溶液中，存在的離子有  __________ 存在的分子有 ___________ 
 
作業：課本 P66 一、1，2，3   三、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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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鹽類水解的影響因素及應用 

[複習] 
1. 鹽類水解的規律？ 
2. 寫出下列物質水解反應的離子方程式？ 

CH3COONa、  NH4Cl、  Na2CO3、  AlCl3 

 
[板書] 
二．鹽類水解的影響因素 
 
[設問] 
          水解 

鹽 + 水    酸 + 鹼 – Q，此反應為可逆反應，試用平衡移動原理找出鹽 
          中和 

類水解的影響因素。 
 
[學生討論] 
內因：與鹽中水解離子所對應的酸或鹼的強弱有關 
 
[演示實驗]  
在室溫下，配製濃度均為 0.1mol/L 的 CH3COONa 和 NaNO2 溶液，用 pH 試紙分

別測定其 pH 值。 
 
實驗結果：NaNO2 溶液 pH ≈ 8 

CH3COONa 溶液 pH ≈ 9 
結論：酸越弱，其所對應的陰離子水解程度越大。越弱越水解 

 
外因： 
(1) 溫度：升高溫度可促進水解。 
 
[演示實驗]  
在兩支試管中注入濃度均為 0.1mol/L 的 CH3COONa 溶液，並滴加酚酞，加熱其

中 
的一支試管，對比兩支試管的顏色。 
 
現象：加熱的試管溶液紅色加深 
解釋： 加熱使 CH3COO- + H2O    CH3COOH + OH-  

水解平衡朝正向移動，[OH-]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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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濃度： 
鹽溶液越稀，水解程度越大，反之越小。外加酸、鹼等可抑製或促進鹽的水解 
 
[板書] 
三．鹽類水解的應用 
 
[投影] 
應用一、判斷鹽溶液的酸鹼性 

判斷下列水溶液的酸鹼性 
（1）NaHCO3  （2）KCl  （3）Cu(NO3)2  （4）KClO   （5）NaF 

 
應用二、配製和保存易水解的鹽溶液 
[實    驗] 熱水配製 CuCl2 溶液 
[實驗現象] 溶液出現渾濁 
[原    因]  Cu2+  +  2H2O             Cu(OH)2  +  2H+ －Q 

熱水能夠促進 Cu2+ 離子水解 
[小    結]  配製 CuCl2 溶液，為防止出現渾濁，應加少量的  鹽酸   

 
思考：用熱水配製硫酸鐵溶液時，為什麼會產生混濁？怎樣才能用熱水配製出澄

清的硫酸鐵溶液？ 
配製 Fe2(SO4)3 溶液，要先加少量的稀 H2SO4 

 
[小結]：配製易水解的金屬鹽溶液應加少量的  同種酸   
 
應用三、加熱蒸發可水解的鹽溶液  
例：把 FeCl3 溶液蒸幹灼燒，最後得到的固體產物是 Fe2O3，為什麼？  
FeCl3  +  3H2O             Fe(OH)3  +  3HCl  --  Q 
(1) 加熱促進水解           (2) HCl 易揮發 

△ 
2Fe(OH)3  ==  Fe2O3 + 3H2O 
 
思考：Al2(SO4)3 溶液加熱蒸發後得到固體是什麼？ 

儘管 Al3+ 水解生成 Al(OH)3 和 H2SO4，但由於 H2SO4 是高沸點酸，不易

揮發，加熱最終只是把水蒸去，因此仍得 Al2(SO4)3 固體。 
3H2SO4  +  2Al(OH)3  =  Al2(SO4)3  +  6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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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四、某些活潑金屬與水解顯酸性鹽溶液的反應 
[實    驗] 把 Mg 粉放入 NH4Cl 溶液 
[實驗現象] 劇烈反應，有刺激性氣味氣體放出 
[思    考] 檢驗 NH3 方法？ 
[方    法] 用濕潤的紅色石蕊試紙或蘸有濃鹽酸的玻璃棒 
[檢驗結果] 濕潤的紅色的石蕊試紙變藍，說明刺激性氣味的氣體是 NH3 。 

NH4
+  +  H2O   NH3

.H2O  +  H+ 
Mg +  2H+  =  Mg2+  +  H2↑ 
NH3•H2O   =  NH3 ↑  +  H2O 

 
應用五、明礬為什麽能淨水？ 
明礬溶於水後電離出的 Al3+離子發生了水解反應 
KAl(SO4)3 == K+ + Al3+ + 2SO4

2- 
Al3+ + 3H2O    Al(OH)3 + 3H+ 
水解產生的膠狀 Al(OH)3 吸附能力很強，可以吸附水裡懸浮的雜質，並形成沈澱

使水澄清，所以，明礬常用作淨水劑。 
 
應用六、草木灰不宜與銨態氮肥混合施用：  
農業諺語 ： 
“灰混糞，糞混灰，灰糞相混損肥分。”  
思考：為什麼會損肥分?  
[實驗]  飽和 K2CO3(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溶液和 NH4Cl 晶體混合  
草木灰的成分：K2CO3，水解呈鹼性 
CO3

2-  + H2O     HCO3
-  + OH-   

HCO3
-  + H2O     H2CO3  + OH-  

銨態氮肥：銨鹽，水解呈酸性。 
NH4

+  +  H2O      NH3
.H2O  +  H+ 

混施後，OH- 與 H+ 中和成水，使兩種鹽的水解平衡強烈地向右移動，以至生成

大量的 NH3·H2O，進一步分解成 NH3 逸出了，從而降低了肥效。---雙水解 
 
應用七、泡沫滅火器的原理---雙水解的應用 
滅火器原理 
問：膠筒裏面放入的什麼是藥品？外筒放入的是什麼藥品？ 
答：膠筒：Al2(SO4)3 溶液    外筒：NaHCO3 溶液 

Al3+  + 3H2O           Al(OH)3 + 3H+ 

HCO3
-＋H2O           H2CO3 +OH- 

總式：Al3+  +  3HCO3
-  =  Al(OH)3↓ +  3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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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八、熱純鹼水去油污能力強  

CO3
2-  + H2O       HCO3

-  + OH-  - Q   
HCO3

-  + H2O        H2CO3  + OH-  -- Q 
 
因水解是吸熱反應，熱的鹼水有利于平衡朝水解的方向進行，OH- 離子的濃度增

大，故去油污能力增強 
[生活常識] 為什麼用肥皂洗衣服時用溫水比冷水洗得乾淨一些？  
肥皂主要成分：硬脂酸鈉(C17H35COONa) 
硬脂酸(C17H35COOH)是一種一元弱酸 
C17H35COO-  + H2O            C17H35COOH + OH-  - Q 
 
應用九、炸油條或油餅時必須要放明礬與純鹼 

當明礬與純鹼放入水中時，它們之間會發生化學變化，產生大量 CO2 和絮

狀物。與面合在一起時，絮狀物 Al(OH)3 與面產生膜狀物，將 CO2 氣體包住。油

條放入熱油鍋中， CO2 受熱膨脹，使油條脹大。這就是炸油條要放明礬與純鹼

的原因。但其間的配比一定要掌握好，明礬多了，水解產生的 Al(OH)3 就多，使

油條遇熱產生硬、脆、多泡現象，而且耗油量大。若鹼放多了，則會使油條顏色

發黃，增加其苦澀味。明礬與純鹼之比以 2.5 : 3.5 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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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練習 
一．選擇題 
1．物質的量濃度相同的下列溶液中，含微粒種類最多的是（ D ） 

A）CaCl2   B) CH3COONa C) NH3   D)K2S 
2．在 Na2S 溶液中，[Na+] 與 [S2-] 的關系是（ C ） 

A）[Na+] = [S2-]    B）[Na+] : [S2-] = 2 : 1 
C）[Na+] : [S2-] > 2 : 1   D）[Na+] : [S2-] < 2 : 1 

3．下列各反應的化學方程式中，屬於水解反應的是 （ D ） 
A）H2O + H2O       H3O+ + OH- 
B）HCO3

- +  OH-      H2O + CO3
2- 

C）CO2 + H2O      H2CO3         
D）CO3

2- + H2O         HCO3
- + OH- 

4．在蒸發皿中加熱蒸幹並灼燒（低於 400℃）下列物質的溶液，可以得到該物

質的固體的是 (  C  ) 
A）AlCl3   B）NaHCO3  C）MgSO4  D）KMnO4 

5．下列溶液加入金屬鋅可以產生 H2 的是 ( A C )           
A）CH3COOH  B）NaHCO3  C）NH4Cl  D）NaClO 

 
二．問答題 
1．AlCl3 固體加水溶解時液面上有白霧產生，請解釋這種現象? 

AlCl3 +3H2O     Al(OH)3 +3HCl 
水解生成的 HCl 有揮發性，當它遇到空氣中水蒸氣時生成鹽酸的小液滴，就

是我們看到的白霧。 
2.  SnCl2 溶液易水解，實驗室應如何保存？ 

實驗室保存 SnCl2 是向其中加入少量的稀鹽酸（抑制水解）和少量的金屬錫

（＋2 價的錫不穩定，這樣可以防止被氧化） 
Sn4+  +  Sn =  2Sn2+ 
SnCl2 + 2H2O              Sn(OH)2 + 2HCl 

3．為什麼不能從溶液中直接制取 Al2S3? 
因 Al3+、S2－均能水解，Al3+水解使溶液呈酸性，S2－水解使溶液呈鹼性。如

Al3+、S2－在同一溶液中，它們將相互促進水解而使水解完全，從而得不到

Al2S3。  
 

課堂小結 
這節課在感性認識的基礎上，進行理性思考，邏輯推理，科學抽象，形成“鹽類

的水解”概念，在挖掘概念內涵的基礎上，總結歸納出“鹽類的水解規律”，並應

用規律解決了一些具體問題，運用幾個具體的實例深入探討了鹽類水解在工農業

生產及生活中的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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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課本 P66 二、1，2  四、1，2 



鹽類的水解 
化學 

2005/2006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6

試教評估 

 
經過兩年的試教，對本教案作出如下評估： 
 
成功之處三點： 
1. 培養了學生科學研究的意識和對科學研究方法的了解。今年已經有十一位同

學在做三個不同方向的研究課題。 
2. 通過實驗探究及動畫模擬，學生對鹽類水解的過程有一個較清晰的認識。能

正確的找出鹽類水解的離子，寫出正確的水解方程式。 
3. 九個鹽類水解的應用實例，使學生認識到化學和我們的生活、生產關系非常

密切，生活中處處有化學。 
 
不足之處兩點： 
1. 教學大綱只要求強酸弱鹼鹽和強鹼弱酸鹽的水解，對弱酸弱鹼鹽雙水解不作

要求，但在講鹽類水解的具體應用時，又經常涉及到雙水解的問題，寫水解

方程式時要寫“ = ”，學生往往不好理解。 
2. “鹽溶液越稀，水解程度越大，反之越小”，這句話學生往往較難理解，將來

最好用一些水解平衡常數的數據來加以說明。 
 

反思與建議 

 
多媒體教學手段將一個看不見摸不著的鹽溶於水的整個變化過程通過動畫

直觀地展現在學生面前，對於幫助學生理解一些抽象的概念、變化過程等確實能

起很大的幫助，是一個值得提倡的好的教學手段。但由於許多老師教學任務繁

重，在這樣的教學設計中又牽涉到許多電腦方面的知識，使許多老師面對這些新

的教學手段望而卻步。因此建議適當減輕老師的工作量使老師有一定的時間學習

一些新的教學方法或教學理念；或者一個獲獎的教學設計能夠算一定的工作量。 
 
我們的化學理論來源於實踐，因此，老師在講授化學理論時，有必要從我們

身邊的生活中尋找實例來豐富我們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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