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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视域下初中化学教学探究

———以“中和反应”教学为例

●张文轩

　　

[摘要]“中和反应”作为初中化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和实验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宏观识别与微观探究的角度,对初中化学课程中的“中和反

应”教学进行了全面回顾.首先,本文阐述了“中和反应”的定义及其在初中化学课程中的重要性.其次,本

文阐述了“中和反应”的识别技巧,如通过实验进行宏观辨识、结合日常生活实例引导学生理解“中和反应”的

原理.最后,笔者提出了提高初中化学教学效果的建议,以期能够加深学生对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解,提升学

生的实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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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初中化学教学中，传统的“中和反应”教学往往局

限于课本知识，缺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导致学生难以全面理解和掌握这一知识点。 本文旨在

通过对“中和反应”教学的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方法进行探

讨，并提出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希望能为初中化学教

师在实际教学中提供参考和借鉴。

初中化学中“中和反应”的基本概念与重要性

(一)“中和反应”的基本概念

“中和反应”是指酸和碱相互作用生成盐和水的反应。

具体来说，当氢离子(H＋ )和氢氧根离子(OH－ )相遇时，它

们结合生成水，同时生成相应的盐。“中和反应”不仅是初

中化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理解其他化学反应的基础之

一。 例如，当盐酸(HCl)和氢氧化钠(NaOH)混合时，发生

中和反应，生成氯化钠(NaCl)和水。

１．酸碱中和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酸碱中和反应的一般形式为：酸＋碱→盐＋水。 盐酸

和氢氧化钠反应的化学方程式：HCl＋NaOH→NaCl＋

H２O；硫 酸 和 氢 氧 化 钡 反 应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H２SO４ ＋

Ba(OH)２→BaSO４＋２H２O。 这一过程揭示了酸和碱互相作

用的典型模式。 在此过程中，“酸”释放出氢离子(H＋ )，而

“碱”则释放出氢氧根离子(OH－ )，二者相遇后便形成了水

和盐。

２．“中和反应”的能量变化

“酸”“碱”相遇，往往伴随着能量的释放，这种现象

称作“中和反应”，其特征是释放出热量，水分子形成过程

中，氢离子与氢氧根离子结合释放的能量，超出原先酸碱离

子键所存储的能量。 在盐酸与氢氧化钠发生化学反应的过

程中，能察觉到反应后所得溶液的温度有所上升。 这种能

量转换在化学反应的认知和实际运用上均扮演着关键角色。

相关人员借助“中和反应”产生的热能，可以开发出便携式

的取暖工具，如“暖手宝”。“暖手宝”内部化学成分通过

“中和作用”释放热能，从而具备供暖的功能。

(二)“中和反应”在初中化学中的重要性

１．初中化学课程标准对“中和反应”的要求

依据初中化学教学大纲，学生需要了解和掌握与酸碱

“中和反应”相关的概念和原理。 学生需要掌握“酸”

“碱”的基本特性，能够辨识常见“酸”“碱”物质。 学生需

要了解并运用“中和反应”的概念及其化学表达式，并能够

进行基础的“中和反应”实验操作。 学生需要探究“酸”和

“碱”相遇所带来的化学现象。 酸碱的“中和反应”在日常

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在工业领域，“中和反应”在

维持酸碱平衡、助力环保事业中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初中化学课程标准强调教师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够理解

“中和反应”的原理及其能量转换，进而提升学生的实际操

作技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２．“中和反应”在其他化学知识中的应用

“中和反应”原理被应用到其他实验和其他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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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滴定：该方法是用于测定溶液中酸碱含量的一项精

确的化学分析技术。 通过滴定实验，学生能够将“中和反

应”的原理付诸实践，并掌握定量分析的技术。

环境科学：利用“中和反应”原理解析酸雨成因及应对

策略。 酸雨是空气中酸性物质与雨水混合后的产物，利用

“中和作用”能够减轻酸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生物化学：人身体内维持着一种酸碱度的恒定状态，这

种微妙的平衡至关重要。 人体内的众多生化反应必须在一

定的pH 环境中得以顺利进行，此时，缓冲系统便通过“中

和反应”来确保pH 值的恒定。 过多胃液中的盐酸会导致

胃部不适，俗称“胃灼热”，此时，摄入含氢氧化镁或氢氧

化铝的药品能够“中和”胃液中多余的“酸”，从而减轻胃

部的不适感。

“中和反应”教学中的宏观辨识方法

(一)通过实验进行宏观辨识

１．常见的“中和反应”实验设计

在初中化学课程中，涉及酸碱平衡的典型实验方案有以

下类型。

盐酸和氢氧化钠的中和反应：这是一项传统而知名的

“酸”“碱”相互抵消反应的实验。 实验人员量取等体积的

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观察它们混合后温度和性质的变动。

这个实验有助于学生掌握“中和反应”放热的特点，并掌握

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技巧。

硫酸和氢氧化钡的中和反应：这个实验能够直观呈现沉

淀物生成的酸碱中和过程。 等量的稀硫酸与氢氧化钡溶液

搅拌混合后，学生观察到硫酸钡的白色沉淀生成。 通过这

项实验，学生能够明白“中和反应”不仅止于水和盐的生

成，还可能产生不易溶解于水的物质。

乙酸和氢氧化钠的中和反应：该实验演示了弱酸与强碱

之间发生的化学平衡过程。 通过pH 指示剂的颜色转换，

学生能直接看到溶液反应过程中酸碱度的变动，从而深刻理

解“中和反应”的原理。

２．实验中观察与记录的方法

在实验活动中，细致的观察与翔实的记录是不可或缺的

步骤，这有助于学生有条不紊地梳理其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现

象及获得的数据。 实验中，常用的观察与记录方法如下。

温度变化的记录：在进行“放热反应”实验时，通过温

度计测定反应前后的温度差异，使学生了解反应中能量的

变化。

颜色变化的观察：通过使用 pH 指示剂如石蕊、酚酞

等，可以监测溶液颜色的变化。 学生记录各个时期的色

调，进而评估化学反应的进度。

生成物的观察：学生观察并详细记载化学反应后产生的

物质色泽、形状和数量，借此评估反应是否彻底。

在实验中，学生通过仔细观察和精确记录相关实验现象

和数据，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中和反应”原理的理解，还

能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结合日常生活实例引导学生理解“中和反应”

教师将“中和反应”的概念跟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

来，有助于学生更轻松地领悟到化学知识在现实中的重要性

和实用性。 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而且能够使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１．日常生活中的“中和反应”实例

酸奶和胃药：酸奶里的乳酸与胃药中的小苏打发生化学

作用，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教师借助此类典型的“中和反

应”生活实例，能让学生了解酸碱平衡原理在食品及药品领

域的实际运用。

蚊虫叮咬后的处理：蚊子或虫子咬人后，人的皮肤会制

造出酸性物质，导致发痒和疼痛。 使用碱性苏打水涂抹被

叮咬的部位，能够中和酸性物质，缓解皮肤的不适感。 这

一实例揭示了“中和反应”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洗涤剂的应用：利用洗涤剂中的碱性成分能够与厨房用

具上的油脂酸性物质发生中和反应，从而实现清洁目的。

这一实例能够使学生了解“中和反应”在保洁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

２．通过生活实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以实际生活中的案例为依托，能激发学生对“中和

反应”原理的学习兴趣，具体方法如下。

讨论实际问题：教师以学生日常生活体验为切入点，提

出如“蚊虫叮咬后涂抹苏打水的原理是什么？”等问题，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学习的热情。

动手实验：教师引导学生亲手操作基础实验，如模拟酸

奶和胃药的化学反应，观察酸奶和胃药进行中和反应的

过程。

课外活动：教师安排学生实地走访涉及化学处理的工业

设施与环保项目，使学生直接感受化学原理在实践中的运

用。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让学生更深入地掌握“中和反

应”的规律，还能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

学习效果。

“中和反应”教学中的微观探析

(一)“中和反应”的微观反应原理

１．反应物与生成物的微观结构

要分析“中和反应”的微观反应原理，可以从反应物和

生成物的微观结构入手。 以盐酸和氢氧化钠的“中和反

应”为例，其化学方程式为：HCl＋NaOH→NaCl＋H２O。

在这个反应中，盐酸(HCl)中的氢离子(H＋ )和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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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H)中的氢氧根离子(OH－ )在溶液中相遇，形成水

(H２O)。 同时，氯离子(Cl－ )和钠离子(Na＋ )结合生成氯化

钠(NaCl)。 从微观上分析，反应的过程可以描述为：H＋ 和

OH－ 离子在水溶液中由于电荷相互吸引，迅速结合形成稳

定的水分子。 这个过程中，水分子的形成释放了能量，表

现为放热反应。 Na＋ 和 Cl－ 离子则由于静电作用相互靠

近，形成离子晶体 NaCl。

２．离子在“中和反应”中的作用

在“中和反应”中，离子的作用很关键。“酸”在水中

解离产生 H＋ 离子，“碱”在水中解离产生OH－ 离子。 这些

离子是中和反应的主要参与者。

氢离子(H＋)：H＋ 是“酸”在水溶液中解离出的阳离子，

具有高度的化学活性，能够迅速与OH－ 离子反应生成水。

氢氧根离子(OH－ )：OH－ 是碱在水溶液中解离出的阴

离子，同样具有很高的化学活性，能够迅速与 H＋ 离子反应

生成水。

此外，其他离子如 Na＋ 和Cl－ 在中和反应中扮演“旁观

者”的角色，它们不参与中和反应的主要过程，但在反应结

束后形成盐。

通过微观探析可知，“中和反应”涉及离子间电荷的相互作

用和能量变化，这对于学生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非常重要。

(二)使用模型和图示来展示“中和反应”的过程

在化学教学中，教师使用模型和图示是一种有效的教学

方式，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复杂的微观反应过程。

离子模型：利用球棒模型或计算机模拟，展示离子在溶

液中的分布和移动过程，如展示 H＋ 和 OH－ 离子结合形成

水分子的过程。

图示解释：利用绘图形式，揭示微观层面的化学反应，

详细描述反应物分解成离子、离子互相作用结合生成水和盐

的步骤。 教师利用图像展示，能使学生将抽象的化学反应

式和实验中分子的变化建立直观的关联。

动态模拟：借助化学领域的软件工具或网络资源，生动

呈现酸碱中和反应的动态模拟过程，使学生们通过动画视

频，能直观地观察离子动态及其反应过程，进而加深学生对

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解。

提高初中化学教学效果的策略

(一)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法

１．综合教学法的实施步骤

(１)引入课题：以学生日常生活场景为切入点，如胃酸

过多时可以服用碱性药物，这种方式生动阐释了“中和反

应”原理，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２)宏观辨识：通过开展相关的实验，让学生在实验过

程中观察与识别“中和反应”的现象，从而加深学生对“中

和反应”的理解。 如在盐酸与氢氧化钠的酸碱中和实验

中，学生可以观察酸碱中和反应过程中的温度变化及分子

变化。

(３)微观探析：借助模型、图解以及动态模拟等手段，

阐释“中和反应”的原理，展示离子在化学反应中的分解、

结合及其产物生成过程。

(４)整合知识：教师以全局视角，引导学生建立全面的

知识结构。 通过问答与探讨，指导学生理解和归纳“中和

反应”的固有属性和能量转换规律。

(５)应用实践：教师通过具体案例或挑战，引导学生将

掌握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如探究酸雨

酸性物质的中和方法，或是开展家庭实验来验证酸碱中和

反应。

２．综合教学法的优势

(１)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采用综合教学法，使

学生能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上深入理解“中和反应”的

原理。

(２)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借助具体案例和引导学

生动手操作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生主动探索知识

的欲望。

(３)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教师采用综合教学

法，使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还能够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

生活中，从而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４)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教师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

视角，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研究思维，提升了他们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优化实验教学设计

优化实验教学设计是提升“中和反应”教学成效的关键

所在。 教师通过科学合理地设计实验流程，使学生能更深

刻地理解“中和反应”的过程及其原理。

１．实验教学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１)实验设计不合理：实验的过程设计要么太过烦琐，

要么过于简单，使学生难以把握实验操作的要领，学生在动

手操作实验时容易出现差错。 因此，教师应合理设计实验

流程，确保每个实验环节目标明确、操作规范。

(２)实验现象不明显：实验中的变化不够明显，使学生

难以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和数据。 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改

变试剂的配比和优化实验环境，从而增强实验结果的显

著性。

(３)安全问题：学生进行化学试验时伴随着一定的安全

风险，如实验中酸和碱的腐蚀作用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因

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实验室内的安全培训，给学生配

发必需的防护用具，如手套、护目镜等，同时保证实验室的

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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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Jiaoxue Shijian

５２　　　　　 前卫 　２０２３．７

２．提高实验教学效果的具体措施

(１)清晰的实验指导：教师编写一份清晰的实验指南，

详细阐述实验的目标、具体操作流程及关键注意事项，以辅

助学生安全、顺畅地进行实验操作。

(２)分组实验：教师可以把学生划分成若干小组，分别

开展差异化的实验活动，以此丰富实验的种类，增强学生的

团队合作意识。 同时，教师要引导组内成员间相互协助、

深入交流，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

(３)实验后的讨论与总结：实验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

展开深入的交流与反思，梳理实验数据，总结学习成果，这

有助于点燃他们深入探索知识的热情。

(三)利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

教师采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课堂教学，已成为现代教育

手段中的关键策略。 教师借助多媒体手段，能形象直观地

呈现“中和反应”的动态过程及其本质，进而有效提高课堂

教学成效。

动画演示：教师通过动画形式生动展示化学反应中的微

观离子活动，如离子分离与重组，使学生能够直观感知化学

反应的原理。

视频资源：教师通过播放实验的影片或记录真实实验过

程和现象的视频，使学生能够观察到实验的变化过程，从而

弥补学生在实验操作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互动课件：教师利用多媒体互动教材，让学生深入参与

每个学习环节，提升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投入程度。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化学教学中，“中和反应”的教学直

接影响到学生对化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和科学素养的提高。

教师采用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相结合的教学法，使学生不仅

能直观地观察和理解“中和反应”的表象，而且能使学生深

入探究“中和反应”的化学原理，全面理解“中和反应”的

本质。 同时，教师对实验教学进行优化设计，并运用多媒

体技术进行教学辅助，这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

实验操作的积极性，还提升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对知识

的综合应用能力。 在化学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持续钻研并

创新教学策略，并采用先进的教学工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 此外，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元化的授课方式和丰富的教

学材料，助力学生建立健全的化学知识框架，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养，为学生将来持续学习和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１]杨香涛,石明亮．“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视域下的初中化学教

学———中和反应[J]．化学教育(中英文),２０２２,４３(２１):５６Ｇ６０．

[２]朱丽春．探析微观思想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渗透路径[J]．新

课程,２０２２(４１):１１１Ｇ１１３．

[３]王晓月．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下的初中化学教学实践

研究[J]．教师,２０２１(３５):４９Ｇ５０．

[４]王锋．初中化学“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素养内容梳理及教学

策略探讨[J]．中小学教师培训,２０２０(１１):５７Ｇ６２．

作者简介:

张文轩(１９７１－),男,汉族,陕西汉中人,本科,一级教师,勉县第

三中学,研究方向:初中化学教育.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