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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酸、碱、盐部分的教学重难点突破 

——离子配对法的引入和应用 

上海市徐汇中学   薛良  

摘要：针对初中难度较高的酸、碱、盐部分的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问

题铺设，引导学生采用实验、对比、归纳的方法进行学习，从而总结出解决一

类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时针对任教班级的差异，采用分层教学模式，逐步渗

透初高中内容的衔接，将学习的方法传递给学生，逐步将教师教为主向学生学

为主的转变，将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变。 
关键词：问题铺设  体系建构   方法归纳   初高中衔接 

1.1 案例背景： 

初中化学第二学期的酸、碱、盐部分是整个初中阶段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考中占

有“压轴题”的位置。学生面对繁多的性质、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反应的现象往往不知道如

何应用，即使背会了这些化学方程式和现象，但在解决复杂的酸、碱、盐题目时，仍然感觉

无从下手，出现思路混乱，答非所问、考虑不周全等现象。尤其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学生

如何从这些繁多的信息中获取最有效的信息，并能将这些信息快速整合、进行针对性地分析、

处理，一针见血地直击要害，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找到一条快捷、有效解决这

类问题的方法是我们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带领学生摸索、研究的重点。 

1.2 问题聚焦：方法引入，层层铺设，帮助学生构建认知体系 

在酸、碱、盐这部分的教学中，我采用的教学进度安排是：先讲酸、碱、盐的分类和命

名，然后讲酸的通性，碱的通性，最后讲盐的通性。酸、碱、盐的分类和命名的教学中，我

会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知道碱和盐的溶解性情况（溶解性表）？目的在于引

出问题，让学生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去慢慢体会这个问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酸、碱、盐通性的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演示实验、学生实验，带领学生去体会、观

察生成物，先通过感知来判断酸、碱、盐之间之所以发生的条件是：生成物中要有沉淀或气

体或水，从而让学生解惑了为什么最初我们要知道碱和盐的溶解性情况，原来是为了帮助我

们判断反应的发生与否。一个问题解决了，继续给学生抛出新的问题：酸、碱、盐这些物质

在水溶液中其实都是以离子形式存在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某些离子之间的配对组合，

来形成沉淀或气体或水，不就可以将复杂的问题变得直观、简单了吗？通过问题的引出，学

生会发现“H
+
”要想变成水或气体，可以去找“OH

-
”配对，形成水，或找“CO3

2-
”配对形成

水和二氧化碳，这样反应不就可以进行了嘛。有了这样的概念，学生就可以将自己已经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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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方程式中的反应物的化学式进行“拆分”，找到配对的离子，体会反应发生的条件。

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并不是老师将方法简单的灌输，而是在老师层层问题的引导下，学生将

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分析、整合、得出规律、总结出方法的学习过程，即帮助学生找到了快

速判断反应发生的方法，也为以后高中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这样获得

的规律和方法，学生的印象将会更为深刻，运用也将会更为熟练、自如。 

下面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总结出的常见离子配对表： 

    OH- 

H+ 

    CO3
2- 

        H+ 

OH- 

       Fe3+, 

Cu2+,Mg2+ 

        H+ 

CO3
2- 

    

Ca2+,Ba2+ 

 

SO4
2-

      Ba2+ 

 

Cl-    Ag+ 

     SO4
2- 

Ba2+     

      CO3
2-

    

注释：看到某个物质中加酸（例如加盐酸 HCl），我们将 HCl 拆分成 H+和 Cl-来思考问题。H+

要去找 OH-配对可以生成水，或找 CO3
2-配对生成水和二氧化碳，都可以判断反应的发生。

如果从 Cl-思考，就要去找 Ag+配对生成白色的 AgCl 沉淀，从而判断反应的发生。至于到底

反应用到的是哪组配对，要根据题目中给出的物质来做出具体判断。 

通过离子配对法，可以将复杂的酸、碱、盐间的反应变得简单化、直观化。 

1.3 设计实施：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 

1.3.1 简单问题快速有效的解决通道 

例 1：经测定，某溶液的 pH=1，下列物质中不能在该溶液中大量存在的是（     ） 

A、氯化钠          B、硫酸            C、氢氧化钠        D、硫酸铜 

题目解析：pH=1 的溶液就是一个酸性溶液，即 H
+
存在的环境中，所谓不能共存的物质就是

要和 H
+
发生反应的物质，利用离子配对的方法很快就可以做出判断。H

+
找 OH

-
或 CO3

2-
，上述

四种物质中只有氢氧化钠有 OH
-
，所以答案选 C。 

如果没有离子配对思想的同学，往往会写出四个反应的方程式来做判断，这样非常浪费

时间。 

例 2：在硝酸溶液中混有少量盐酸，要除去它，应加入适量的（     ） 

A、氢氧化钠溶液      B、锌粒         C、碳酸钙         D、硝酸银溶液 

题目解析：这是一道除杂题目，也是中考经常考到的题型。除杂的原则有两个：第一，通常

我们选择的试剂或方法只能把杂质除掉，不能把主要物质也反应掉；第二，除去杂质的同时

不引入新杂质。这道题如何快速得出答案？利用离子配对法的原则，硝酸和盐酸中都有 H
+
，

所以但凡和 H
+
反应的离子，两个物质都会被除掉，所以不能从 H

+
出发去配对，要从 Cl

-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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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能和 Cl
-
反应的离子只有 Ag

+
，所以快速得出答案 D。 

例 3：氢氧化钠溶液和二氧化碳反应没有现象，如何证明两者发生了反应？ 

题目解析：两个物质反应没有现象，如何判断两者反应的其中一个思考路径是：证明生成物

的存在。如果氢氧化钠溶液和二氧化碳发生了反应，就会生成碳酸钠，所以只要证明碳酸钠

的存在就可以证明两者发生了反应。我们利用“拆分的思想”:将 Na2CO3 拆分成 Na
+
和 CO3

2-

来思考问题。接下来提问学生：是鉴别 Na
+
的存在还是鉴别 CO3

2-
的存在？学生思考过后得出

鉴别 CO3
2-
的存在（因为氢氧化钠中也有 Na

+
,而反应不一定是恰好完全反应，氢氧化钠有可能

过量，会干扰鉴别），所以最终这道题目就由两种物质的反应转化成 CO3
2-
的鉴别，将复杂的

问题简单、直观化。CO3
2-
配对的离子是 H

+
、Ba

2+
、Ca

2+
,这样就可以通过加足量的酸有气泡来

鉴别 CO3
2-
的存在从而证明两者反应；也可以通过加入 BaCl2或 CaCl2或 Ba(NO3)2或 Ca(NO3)2

或 Ca(OH)2或 Ba(OH)2产生白色沉淀来证明 CO3
2-
的存在从而证明两者反应。 

通过这道题目的练习，同时也让学生明白，鉴别物质所选的试剂不止一种，也可以有多

种。通过上面 3道典型例题的解析，我们不难发现，离子配对的方法在简单题目的处理上能

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快速解决问题的一条有效通道。 

1.3.2 复杂问题化繁为简的有效解决通道 

针对综合性强的复杂的酸、碱、盐之间反应的题目，离子配对又是如何有效应用的： 

例 1：为探究酸的化学性质，进行如下图所示的实验： 

 

 

 

 

 

 

 

① 甲实验没有观察到明显现象，乙中的实验现象是                

② 将反应后甲乙两试管中的溶液倒入烧杯中，没有观察到明显现象。由此猜想反应后

乙试管中溶液的溶质： 

a．NaCl、 HCl       b．                   

③ 为了验证猜想 a，某同学对乙试管中剩余溶液，设计了如下实验方案。 

方案编号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结论 

方案 I 取样于试管中，滴加紫色石蕊试

液 

                 猜想 a 成立 

④下列物质代替石蕊试液，也可以达到验证目的，其中不正确的是       （填序号）。 

A．铁粉    B．碳酸钠粉末    C．氧化铜粉末    D．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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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解析：离子配对法在这道题的②、③、④小问中得到了充分利用，并且将物质之间发生

的多个反应的复杂情况化繁为简，直击要害，从而顺利解决问题。 

第②小题的问题是：猜想反应后乙试管中溶液的溶质成分。 

乙试管中一定存在的物质是生成物 NaCl,至于盐酸或碳酸钠都属于可能含有的物质（至于有

谁，取决于谁过量）。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b.____________空的溶质成分有两种可

能：只有生成物 NaCl；生成物 NaCl和过量的 Na2CO3。这两种情况的排除就落在是否有碳酸钠

的鉴别上。这时候继续给学生提出问题：Na2CO3的判断是鉴别 Na
+
还是鉴别 CO3

2-
？学生经过

思考之后得出结论：鉴别 CO3
2-
的存在（因为一定含有的物质 NaCl中也含有 Na

+
，会干扰其鉴

别）。从而我们将复杂的问题转化成简单的 CO3
2-
鉴别问题。 

分析题干信息：将反应后甲乙两试管中的溶液倒入烧杯中，没有观察到明显现象。 

甲试管中一定存在的物质是生成物 CaCl2,两支试管混合之后，Ca
2+
配对离子是 CO3

2-
，会反应

产生白色沉淀，根据题干信息可知，烧杯中没有明显现象，那就说明没有 CO3
2- 

，从而将碳酸

钠过量的这种情况排除。所以第②小题的答案是 b.__NaCl__。 

第③、④小题的解析：为了验证 a 猜想正确，其实就是在检验 HCl的存在。继续提问学生：

鉴别 HCl的存在是鉴别 H
+
还是 Cl

-
?学生经过分析得出是鉴别 H

+
的存在（因为 NaCl和 HCl两

种物质中都含有 Cl
-
,会干扰鉴别）。我们成功将复杂题目转换成 H

+
的鉴别。而 H

+
的鉴别就是

酸的 5大通性的应用。第③、④小题都是对酸的通性的考察，根据酸的 5大通性和离子配对

法，快速做出判断：第③小题考的是酸和指示剂反应的变色情况，故答案是石蕊由紫变红。

从而证明 H
+
的存在。第④小题的四种物质都和酸反应，但由于 D没有现象，故不能用来鉴别

H
+
的存在，所以答案是 D。 

这道题目信息量大，物质之间相互反应多，如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离子配对法在这

道题中就可以起到化繁为简的作用。 

例 2：兴趣小组同学为了探究实验室中久置的氢氧化钠固体的成分，进行了有关实验。请你

与他们一起完成以下探究活动： 

【情境分析】久置的氢氧化钠变质的原因是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故

氢氧化钠固体应该          保存。 

【对固体的猜想】猜想 1：全部是 NaOH；   猜想 2：全部是 Na2CO3； 

猜想 3：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和推断】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步骤一：取少量样品，滴加足                    溶质成分猜想 2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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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氯化钙溶液 

步骤二：向上层清液中滴加几

滴酚酞 
                  

题目解析：这道题目最后一个表格的设计，是在探究氢氧化钠固体久置于空气中成分的可能

性。实验结论是猜想 2 成立，即氢氧化钠全部变质为碳酸钠。如何快速找到解决此题的关键

呢？我们从结论入手，探究成分只有碳酸钠而无氢氧化钠是这道题的关键所在。这样碳酸钠

的鉴别就很自然地变成了 CO3
2-的鉴别。根据离子配对法，CO3

2-找 H+或 Ca2+或 Ba2+,根据表

格引导我们看到滴加足量的 CaCl2，判断是派 Ca2+去找 CO3
2—配对的（至于 Cl-的引入，由于

整个反应中没有 Ag+，可知 Cl-在此题中没有价值，也可以告诉学生我们可以将 CaCl2 换成

Ca(NO3)2具有一样的功效。）所以实验现象是：产生白色沉淀。继续提问学生：为什么这里

要加足量的氯化钙溶液呢？带领学生对结论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光鉴别出碳酸钠的存在并没

有结束，我们还要鉴别没有氢氧化钠才可以证明猜想 2 是正确的。而碳酸钠的存在会干扰接

下来氢氧化钠的鉴别，所以我们要鉴别完 CO3
2-之后把它除去，从而不干扰氢氧化钠的鉴别。

故总结出滴加过量氯化钙溶液的目的是：检验并除去碳酸钠，防止对后续氢氧化钠的鉴别产

生干扰（这里要引导学生：当一个物质的存在会干扰另一个物质鉴别的时候，我们要除去这

个物质防止其的干扰）。这道题目讲到这里，教师可以进一步发问：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足

量的 Ca(OH)2 或 Ba(OH)2来鉴别并除去 CO3
2-呢？经过分析，鉴别 CO3

2-找 Ca2+或 Ba2+，这一步

在步骤一的鉴别上是没有问题的，同学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往下做。接下来分析步骤二，

在没有碳酸钠干扰的情况下，题目滴加酚酞，这是从碱的通性入手，鉴别 OH-的存在。根据

结论可以得出溶液中应该是没有 OH-存在的。讲到这里，将上面存疑的问题再次引出：可以

选择足量的 Ca(OH)2或 Ba(OH)2 吗？学生马上不难发现，如果滴加足量的这两种物质，就引

入了 OH-到溶液中去，会对实验现象产生干扰。故不能滴加这两种试剂。所以答案是：酚酞

不变色（或无色）。从而将题目解决。这样的层层发问，其实将酸、碱、盐中经常遇到的问

题都清晰地分析出来了，而且运用离子的思考途径，更简单明了。 

离子配对法在解决复杂的酸、碱、盐之间的反应时，非常快捷、有效。比如：几支试管

里的物质反应结束之后倒在同一个容器中，根据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分析在这个容器中一定

存在的物质，一定没有的物质，可能存在的物质。如果没有离子配对概念的学生，很难在复

杂的反应中理清思路、常会感到无从下手，即使下手了，往往也会出现漏解的情况。所以离

子配对法在针对这种复杂的实验题目时就变的尤为重要和方便了。 

1.4 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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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多个班级、不同层次的学生中尝试离子配对法的应用，得到的普遍反馈是解题更

快，目标更明确、更直观、更简单、正确率也更高了。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酸、碱、

盐的学习效果。根据已经上了高中的学生反馈，这种类似的思考方式在以后的高中化学的学

习中也是会经常用到的。这也为学生以后进入高中的学习做了一定的铺垫。当然离子配对法

的应用，也是需要学生熟练掌握酸、碱、盐的化学反应的基础上的一个方法的总结，如果学

生连基本反应都不知道，也是无法熟练运用的，这也是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下子将方

法下放给学生，而是通过层层铺垫，提出问题，让学生有意识地带着问题继续学习下去，在

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找到问题的答案，从而自己根据所学的这些反应归纳出离子配对法的目的

所在。这种方法的形成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对比的过程、总结归纳的过程，对于学生今后的

进一步学习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他们接下来可能会更

想去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什么是离子、离子是怎么形成的、离子符号如何书写等等，这无疑为

进一步的深层次学习以及初高中的衔接创造了契机。 

1.5 实践反思 

由于任教班级的程度差异，在以后的教学中可以采用分层式教学模式，对于程度好的班

级，可以讲授离子的概念以及离子符号的书写，这样可以对接高中课程，达到初高中的有效

衔接。对于程度比较差的班级，不讲授离子符号的书写，可以先用元素符号暂时代替离子符

号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反应，等到学生熟练掌握了该方法之后，视情况再逐渐加深学习的内容，

逐步推进。 

综上所述，注重记忆和模仿的教学时代逐渐过去，培养学生主动参与和探究性学习是未

来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要逐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知识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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