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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在化学平衡教学实践中!从理解平衡概念$强化平衡概念$养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三个方面分析如何让学

生逐步有效构建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提出化学平衡教学中如何实现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及如何适应高考改革!重视概

念渗透!解决教学难点!落实此核心素养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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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年教育部修订了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

标准#此次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修订中#将国

家宏观核心素养分解成各学科具体课程标准#这

对教师的课程实施以及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具有明

确的指导作用&

#$!2年版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修订组根据,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和高中化学

课程特点#提出包含,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

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识-,科学探

究与创新意识-,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等五个要

素的高中化学核心素养"简称,化学核心素养-%&

全面系统地准确理解化学核心素养的内涵#理解高

中化学学习所必须建立与发展的核心能力与品质#

整体性在教学实践中实现化学学科的学科特色和

育人价值#这就是化学学科教学领域的深层次问

题& 学科核心素养已提出#如何落实呢1 是我们一

线老师必须面对并要解决的问题&

课标中,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核心素养表述

如下!能认识物质是运动和变化的#知道化学变化

需要一定的条件#并遵循一定规律#认识化学变化

有一定的限度)速率#是可以调控的$能多角度)动

态地分析化学反应#运用化学反应原理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 可见#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在学科核心

素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高中化学教学中#

尤其是高中化学教材苏教版选修*化学反应原理+

专题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教学中更为重要#

需在学生的认知结构中慢慢构建& 在历年的化学

高考题中#化学平衡题是必考点)重点难点#是学生

最害怕的考点#又是区分度很好的考点& 如何突破

这个难点#同时又能顺利地帮助学生构建变化观念

与平衡思想呢1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也一直

困惑#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实践&

!5 理解化学平衡概念$认识变化观念与平

衡思想

!*!5化学平衡概念讲解

切莫让学生强记概念#否则化学平衡教学是

无效的& 从知识传递的角度理解教学#化学教学

就会专注于学生对文字上的概念记忆和掌握#从

科学认知的角度理解化学#化学教学将转变成学

生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形成和理解'!(

&

教材中化学平衡概念表述如下!在一定条件

下的可逆反应#当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各

组分的浓度不再改变#则达到平衡状态& 围绕着

概念中动)等)定)变任一关键字均可设置出多样

化的考题& 学生面对这些题时总是束手无策& 概

念的难点在于可逆反应#学生习惯于不可逆反应#

一旦可逆就难了& 教材没有直观实验#例举了几

个可逆反应#学生很难从宏观现象推微观反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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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些理论需要学生的抽象思维和理解力& 如

何深入浅出讲解这个概念呢1 笔者在新课讲解时

举生活中的例子!可逆反应如某人在机械跑步机

上跑步#控制人的速度与机器的运转速度相同#此

时人与机器都在运动#只是方向不同#则达到平衡

状态#设计成动画#在新课上演示效果极佳& 用生

活中学生熟悉的具有共性的事物类比#把抽象的

理论直观化#学生就好理解何为可逆)何为动态平

衡& 当然这只是概念的浅层理解#还需要内化到

学生的认知结构& 可以例举学生切身体会到的可

逆反应#实验是最好的手段#可以把教材中交流与

讨论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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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设计成演示实验#用 #$ @A

的注射器吸取 !$ @ÂS

#

#通过控制活塞位置如 #$

@A)!$ @A)& @A并分别观察颜色变化& 实验现象

明显#易于操作#学生可以很顺利地理解概念&

!*#5勒沙特列原理讲解

教材中关于勒沙特列原理表述!改变影响平

衡的一个因素#平衡将向着减弱这种改变的方向

移动& 大量实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增大"减小%反应物浓度或减小"增大%生成物浓

度#平衡朝着正"逆%反应方向移动$通过改变容

器体积#增大"减小%体系压强#平衡朝着气态物

质减少"增多%的方向移动$升高"降低%体系温

度#平衡朝着吸"放%热方向移动'#(

&

当改变任一影响因素时#如浓度)温度)压强#

就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如何重新建立平衡呢1 怎

么更好地分析讲透教材呢1 让学生能辩证地分析

变化量#在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建立变化观念

和平衡思想#真的很难& 减弱改变#但改变是必然

结果#是哲学中的辩证法& 高中生的辩证思维很

难一步到位理解透& 笔者设计动画演示三种情

况!某人在跑步机跑步#第一种人加速#机器不加

速#人匀减速前进$第二种人不加速#机器加速#人

匀减速后退$第三种再次控制机器与人的速度相

同#人再次定点跑步& 学生通过动画马上能领悟

到#不管改变哪一种因素#归根结底#都是不同程

度地改变速度#一旦速度改变#平衡就被破坏#当

速度重新相等时#则达新平衡& 学生在哈哈大笑

的同时#就会理解减弱改变这个核心术语#容易理

解并判断平衡移动方向& 为什么加入正催化剂#

速率变#但平衡不移动呢1 这是学生在理解概念

时的思维瓶颈& 同理动画演示#人与跑步机同时

加速#加快的倍数相等#人在原地跑步#平衡不移

动#仍处于平衡状态& 但与原平衡比#反应速率加

快#反应时间缩短&

教材中的活动与探究实验#有条件的学校一

定要演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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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间通过调溶

液酸碱性相互转化#可以设置 3个问题#让学生层

层深入思考&

第 ! 问!滴加 ĈSH溶液何现象1 平衡如何

移动1

第 #问!滴加 Ĥ S

"

溶液何现象1 平衡如何

移动1

第 " 问!为什么滴加数滴 ĈSH溶液)Ĥ S

"

溶液#而不是加 3 @A1

第 3问!若加水 3@A平衡如何移动1

?(?A

#

晶体溶于浓盐酸中#等分 "份分别置于

热水)冰水和室温下& 这个实验对学生而言#比较

陌生& 可以改为荧光棒置于热水)冰水和室温下&

通过实验#学生可以从化学反应角度直观快速地理

解化学平衡的移动#并学会如何控制单一变量法&

就像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所研究的#人类掌握

知识经历四个历程!从明确知识到明确知识#从明

确知识到默会知识#从默会知识到明确知识#再从

默会知识到默会知识& 教师就是要教会学生从明

确知识到默会知识#学生只有真正理解概念的内

涵#才能迁移到概念的外延#在面对千变万化的题

目时#才会找到思路#找到突破口&

#5 强化化学平衡概念$领悟变化观念与平

衡思想

#*!5品味高考平衡题经典

高考是中学教学的指挥棒#每年的高考被赋

予了太多的责任和意义& 通过对高考平衡题的品

鉴#可以明确教学目标#改进教学方法#优化教学

行为& 学生只有品味到高考平衡题的妙#才可能

潜移默化地强化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年最新考试大纲中明确提出!掌握化学

平衡的特征#能利用化学平衡常数进行相关计算#

了解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的调控在生产生活

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全国新课标卷往

往根据实际工业生产结合图像进行题目设置并分

析投料比)转化率及相关计算&

笔者分析了 #$!!B#$!2年的新课标全国\卷

中有关化学平衡的题目#从中可以很好地理清此

类题目设置的一般规律& 此类题目巧设情境#与

现实联系密切#可以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情境相对

陌生#信息量大#给信息形式多样化#如图)表或是

工艺流程示意图的形式& 学生要从中获取感性知

识进行加工与分析#提取实质性内容并与已有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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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平衡知识整合& 信息量就是考纲要求的浓

度)温度)压强)催化剂这几种因素做变量#引起化

学平衡的移动#总是从变化量出发#达到新的平衡

体系#再进行一系列问题的设置#一般先定性分析

原因#再定量计算如速率)转化率)平衡常数等#计

算对数据处理要求不高#但必须基于对概念的理

解#要求学生辩证地运用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解

决问题& 解题时#需要学生先会分析某一变量)变

量对平衡移动的影响#且题目不同#变量不同#要

么找变量#要么变量直接给出#而后进行解题& 例

#$!3新课标\卷第 #+题第""%小题由图给信息#

乙烯的平衡转化率与温度)压强的关系#第 !问要

求计算7点的平衡常数& 这题难度大#要求学生

首先会分析图中已知量)变化量#抓住 7点的已

知数据#然后用教材中的平衡常数计算原理再迁

移到用分压计算平衡常数& 这就是国考卷的水

平#通过解题就能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

后再递进设置第 # 问)第 " 问#要求的思维量大#

且题目背景新)完整#紧密联系实际#让学生从解

题过程中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又能在有限的时间

内从一份卷中选拔优生#高考题的经典魅力是其

他试题所不能比的& 例 #$!+ 新课标 \卷要求学

生进行K

>

计算#这题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是难题#

教材中没有有关 K

>

计算#需要学生进行知识迁

移#很多学生直接放弃& 这题好好分析#按常规三

步曲做下来#题目确实设计得好& 故要引导学生

好好领略高考题的精妙#熟练掌握解题思路#才能

凸显探究精神&

#*#5专练平衡题策略

化学平衡教学中的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是可

以通过后天培养的& 心理学家温斯坦研究表明#精

心制作训练程序可以改善学习效果& 有经验的教

师都体会到精心制作策略)组织策略训练的重要

性'"(

& 学生要掌握化学平衡知识#就有必要进行专

题专练#可以分步骤进行训练& 第 !步利用难度较

小的习题#直观分析平衡概念题#巩固概念& 第 #

步利用较难题对所学内容进行迁移#通过典型实例

分析& 引导学生概括学习内容#总结相关的规律#

让学生学会绘制课内要求的传统的化学平衡图像#

并对图像题进行分类突破#同时迁移到陌生图像题

并力求突破& 在学习过程中及时反馈学生学习存

在的问题#鼓励学生多问多思多讨论#教师解惑并

配合一定量的小测#提高学习效率& 第 "步掌握平

衡内容复杂的化学平衡曲线问题)恒温恒压或者恒

温恒容充无关气体或者充相关气体的变化量问题#

较为复杂的平衡问题#可以统筹安排#分散难点于

新课)高三一轮和二轮复习过程中&

专题专练在新课讲授及高三复习时#是一种

很有效提高元认识的方法#同时可以有效构建变

化观念和平衡思想& 专题专练的难点在于专题#

题海战术肯定不可取#哪类平衡专题比较好呢1

需要教师吃透教材和考纲#参照经典高考题#找类

型题#要求学生做完题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能力提

升& 第一层次力求快速解题#第二层次力求分析

解题过程#第三层次力求学生能预测出高考题&

只有这样的专练才是有效的#学生才能领会化学

平衡题的独特魅力#才能把平衡知识体系纳入元

认识#自觉地应用变化观念和平衡思想& 基于多

年教学实践#笔者认为最好自编习题#分类归纳#

逐步加深& 如果直接用现成的教辅练习材料#大

多数都为综合题#不适合学生的认知规律#难以因

材施教& 故需选择合适的习题#安排合适的学习

任务#让学生体验一系列任务的挑战#使学习任务

逐渐从容易变为困难#而后再进行融会贯通#学生

就能顺利解出平衡题#同时内化变化观念与平衡

思想这一核心素养#顺利实现从默会知识到明确

知识的转化&

"5 养成变化思维$构建变化观念与平衡

思想

"*!5 变化思维须具备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化学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涵盖了抽象思维与

逻辑推理能力#化学思维方法是化学知识在更高

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既包括量变与质变)辩证的

否定之否定)现象与本质等哲学思想'3(

#也包括

物质观)变化观)守恒观)平衡观等核心观念& 现

在大部分学校高中化学教学注重知识技能的传

授#常常忽略核心素养的培养& 化学学科需要学

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学素养#科学认识世界的思

维方法& 这种从平时教学中培养的为某一结论而

进行的推理过程)逻辑思维#对学生的发展才有重

大意义'"(

& 特别对高中生而言#化学学科思维很

重要#当学生高中毕业后#可以忘记化学知识#但

不能没有建立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起初学生只能从现有知

识结构体系出发#跟随老师合乎逻辑的讲解#包括

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逻辑的种种辩证

思维方法合理使用#在教师引导下经常应用这些

思想方法去获得化学平衡知识#而后才能熟悉并

自觉运用这些思想方法#潜移默化地构建变化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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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平衡思想& 化学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暂时

的#变化是其本质#可以通过控制影响因素任意一

个变量来控制化学平衡#可逆反应总是在变与不

变中寻求平衡点#控制反应往利于人类需要的方

向进行#是其永恒的魅力& 高考化学平衡题是微

缩的)真实的化工工艺#在回答相关措施)分析理

由)计算等相关问题时#让学生经历分析条件变

化)演绎推理计算再综合作答#运用抽象)分析)比

较和系统思考等高级思维$在提取信息和计算论

证)获得结论过程中#学生逐步培养抽象思维和逻

辑推理能力#从而建构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这种

高级思维& 学生只有在一次次的思维活动中才能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可能在紧张的高考考

场面对陌生的平衡题#运用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快速解题#并模拟解决化工工艺生产#这才是化学

学科的魅力&

"*#5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的教育功能

抽象的平衡图像#用化学符号与表征使其脱

离了直观意义与经验意义上的存在#形成一般性

的概念和规律#具有一般性& 逻辑推理#是从一些

事实和经验出发#依据逻辑规则推出一般的思维

过程#化学平衡题要求学生合情合理#从已有的经

验知识推断出未曾经验过的知识#再进行归纳#得

出真实的结论#这是学生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

面必备的素养&

强调有条件的平衡概念中#可以提炼出动)

等)定)变四个精辟的字眼#让学生体验并认识到

平衡是可变的#是相对的#是动态的#是客观世界

的一种运动状态#当代的高中生是未来的国家栋

梁#必须适应变化的世界)适应时代的要求#变化

观念与平衡思想这一核心素养的强化具有时代的

意义&

在复杂平衡题的解题过程中需冷静对待#锲

而不舍追求真理#不能半途而废#萌生逃避)放弃

念头& 同时需多问)多思)多想#具备讨论合作的

能力#才能有效完成化学平衡学习#这是学生终身

学习必备的品格&

构建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有利于学生学习

大学专业课,合成化学-时#对如何提高反应速

率)增大产率以及对其中的一般规律性予以更深

刻更本质的探讨'&(

&

当然#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的自觉应用#对高

中生而言#是高级思维活动#很难一步到位让学生

的思维水平有质的飞跃#需要教师有耐心#学生不

畏难#共同努力#才可能从量变到质变& 蜕变的华

丽在于过程的艰辛#每个学生华丽的蜕变是我们

教师最好的礼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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