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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海峽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 

   周龍平     老師教學設計 

 

教學主題 平衡常數的應用 教學年級 高二 

設計者 周龍平 教學者 周龍平 

教學目標 

1.復習平衡常數的運算式的書寫。 

2.理解 K值大小的意義。 

3.K與 Q的大小比較判斷反應平衡的移動方向。 

4.計算平衡濃度。 

5.能運用上述平衡知識分析真實文獻中出現的化學問題。 

6.在文獻閱讀以及分組研討過程中培養學生在真實文獻環境下，分析 

 實驗操作、探討實驗結果以及解釋實驗現象的能力。 

設計理念 

  學生在已經學習了平衡常數的基礎上，簡單介紹平衡常數 K值的

意義，然後通過閱讀文獻《化學沉澱法製備納米 BaTiO3粉體的研究》

一文（《化學學報》2010，第 23期，p2409），探究“BaTiO4 的沉澱

過程中雜質 BaCO3是如何引入的？”引發學生探究欲望，培養學生合

作探究意識，激發學習化學興趣，瞭解真實的化學科研過程，培養從

事化學科研工作的興趣。通過引導閱讀學術文獻，發現其中的真實問

題，學習平衡常數在分析這一問題過程中的應用，掌握相關的基礎知

識，同時真實的感受基礎知識在化學前沿領域的靈活運用。通過對文

獻進行分析、提煉、歸納、共用，提高邏輯思辨能力。  

教材來源 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材《化學反應原理》選修 4 

教  學  活  動 

配合之教學目標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評量基準 

課題引入 
復習平衡常數運算式，分析平衡狀態的判

斷與濃度商 Q的關係。 
教學講義 

能積極回應問

題並得出答案 

知識講解 

引入沉澱溶解平衡，弱電解質電離平衡等

一系列平衡關係式，通過分析其中平衡常

數的 K值大小的意義，同時繼續探討 K值

與濃度商的關係，為本課程的文獻閱讀與

分析建立理論知識基礎。 

教學講義 

能積極參與討

論，並準確書

寫或回答出相

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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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節選的文獻，

分析碳酸鋇雜質的

來源，進行定性分

析 

 

 

 

 

 

 

 

 

 

 

 

【問題】方案 a、b兩種合成方式有什麼差

異？為什麼會帶來這種差異？  

實驗現象   A中存在碳酸鋇雜質 

【問題】雜質中的鋇離子是從哪里來的？

硝酸鋇及鈦酸銨在溶液中的存在形式如

何？什麼物質存在電離平衡？ 

【講解分析】根據學生回答原理分析進行

補充完善，投影展示相關原理。 

微觀存在形式  Ba2+(NO3
-)  

Ba(NO3)2=Ba2++2NO3
- 

【問題】雜質中的碳酸根離子是從哪里來

的？為什麼不同的加料方式雜質碳酸鋇的

量會有比較明顯的區別？ 

微觀存在形式 CO3
2- (CO2，H2CO3，HCO3

-) 

H2CO3 HCO3
-+H+  HCO3

-  CO3
2-+H+ 

文獻講義 

提出預測、說

出論證、彙報

交流，討論如

何利用查閱資

料進行模型構

建，來解釋實

際問題 

 

 

 

 

 

 

 

 

閱讀節選的文獻，

討論碳酸鋇形成過

程中的各種平衡關

係，進行定量分析 

 

 

 

 

 

 

 

 

 

 

 

 

 

【問題】 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有可能主要是

在哪一步引入的？滴加溶液前與滴加溶液

後有沒有可能是引入二氧化碳的關鍵步

驟？ 

【問題】 空氣中極其微量的二氧化碳真的

能導致溶液中的碳酸鋇沉澱麼？如何進行

驗證？我們還需要查找哪些相關資料？ 

【假設】反應攪拌過程中有 2.24 L空氣與

100 mL反應溶液充分接觸，其溶解的二氧

化碳能否沉澱 1mol/L的鋇離子？ 

【講解分析】根據學生回答原理分析進行

補充完善，投影展示相關原理。 

【過渡】 通過對沉澱的溶解和生成知識的

介紹引出對沉澱溶解平衡的判斷標準：

Q>Ksp，沉澱析出。 

微粒間相互作用 BaCO3(s)  Ba2++CO3
2- 

Q>Ksp，沉澱析出 

文獻講義 

體驗通過閱讀

文獻→提出問

題→理論預設

→分析思考→

遇到再生問題

→再次進行理

論預設→查找

文獻資料→分

析思考計算→

得出結論的過

程，學會利用

文獻和背景資

料進行學習和

探究的科學研

究過程，理解

沉澱溶解平衡

的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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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提升 

 

 

 

 

 

 

 

 

 

 

 

 

 

 

【資料卡片】 

分析侯氏制堿法的應用實例 

向飽和食鹽水中通入足量氨氣至飽和，然

後在加壓下通入 CO2，因 NaHCO3溶解度較

小，故有下列反應發生：  

NH3＋CO2＋H2O＝NH4HCO3  

NaCl＋NH4HCO3＝NaHCO3↓＋NH4Cl 將析出

的 NaHCO3晶體煆燒，即得 Na2CO3： 

2NaHCO3==Na2CO3＋CO2↑＋H2O  

【問題】NH4HCO3和 NaHCO3的 Ksp 大小關

係如何？該工藝中，加料順序非常重要，

必須先通氨氣後通二氧化碳，否則失敗。

為什麼？  

【小結】 

總結各種平衡相關知識，並說明在我們生

活的重要應用和指導意義。 

教學講義 

理解平衡相關

問題的具體應

用及指導意義 

 

 

 

 

 

 

 

 

 

 

 

 

本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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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摘要：本文採用兩種不同的加料順序分別得到鈦酸鋇納米粉體材料 a與粉體材料 b，經

過 XRD測試，表明材料 a中含有一定量碳酸鋇雜質，而 b中較少。 

 

                  不同的加料順序得到a、b兩種不同產物的XRD圖 

背景資訊： 

1、XRD是一種對材料的成分、材料內部原子或分子的結構或形態等資訊進行研究的有效手

段。從本文 XRD圖上看到，a曲線中含有一定量碳酸鋇雜質峰，b中較少。 

2、Ksp(BaCO3)=2.58×10-9；BaCO3分解溫度 1300度。 

3、BaTiO4高溫煆燒：2BaTiO4=2BaTiO3+O2↑ 

4、BaTiO3是目前被廣泛應用於製備電子陶瓷材料的一種新型無機材料，本文合成方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