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初中化学中，复分解反应是教学的重点和难

点，也是学生从基本物质的认识到类别物质的认识的学习，而

且还能够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总结。而微粒观在复分解反应

教学中的应用也能够突破学生在复分解反应学习中的重点难

点，提高其化学学习能力。基于此，教师可就微粒观在初中化

学复分解反应教学中的应用实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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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复分解反应的教学中通常会淡化微观粒子构成以

及粒子间的相互作用， 学生在逐渐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会越来

越感觉到它的学习难度，很多学生都逐渐暴露出基础不扎实、
内容不连续以及灵活应用能力差等方面的问题， 有的学生在

“盐”“酸”“碱”部分的学习上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直接影响

到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基于 “微粒

观”来构建知识结构层级图，提高学生在复分解教学过程中的

学习效率以及学习质量。
一、对微观粒的基本了解

初中化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知识层次的递进以及教材章

节的学习逐渐让学生形成化学观念， 而微粒观就是学生逐渐

深入学习，在认识分子、原子并应用分子、原子解决实际问题

之后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掌握离子的形成、原子、离子

的相互转化， 最后到应用粒子间的作用解释物质构成以及物

质转化特点，最终实现微粒观的发展。
二、基于微粒观教学的现实意义

初中学生所形成的微粒观， 是在宏观认识积累和微观理

解不断交替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并通过对氧化物、酸、碱、
盐等宏观物质以及反应规律的积累为微粒观的形成奠定一定

的基础。 基于此，在复分解教学过程中，也是基于微粒观的原

理，掌握复分解反应离子浓度改变的本质，从而以此为指导学

习酸、碱、盐的相关知识内容，在帮助学生突破学习障碍等方

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微粒观教学还能够让学生从宏观物

质的表征变化学习，逐步到分子、原子、离子的微观实质学习，
能够有效的对复分解反应知识进行扩展， 为学生高中的离子

反应学习做好铺垫。
三、微粒观在初中化学复分解反应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在初中化学中，学生已经对酸、碱、盐之间的相互反应规

律有了一定的掌握之后，才开始学习复分解反应。从微粒观的

视角看， 学生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基础才能适应微粒观指导

下的复分解反应教学。比如，酸溶液的相关知识，具有通性，并

且在其中还含有大量的氢离子；碱溶液的相关知识，了解其中

含有大量相同的氢氧根离子； 碳酸盐溶液中有大量相同的碳

酸根离子等内容。教学过程中还需要教师利用问题，来引导学

生把零散的化学知识渗透到微粒观中， 帮助学生能够从僵化

的化学知识中跳出来，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不断进行提升，从

而形成良好的化学素养。
当前，在初中化学复分解反应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从感

受微粒观、体会微粒观、应用微粒观、拓展微粒观等几个方面

进行应用， 使其贯穿在课堂教学活动的始终。 其中感受微粒

观，可以通过对酸溶液、碱溶液以及碳酸盐溶液的分析以及宏

观溶剂、微观分析、离子的分析来进行；体会微粒观，主要就是

应用实际的中和反应事实、现象来观察微观粒子的变化，并通

过对其变化分析建立相应的研究模式；应用微粒观，就是在掌

握宏观物质转化的事实为基础上进行应用；拓展微粒观，就需

要从微粒观的视角来了解掌握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知识重点以

及难点，并进行相应的分析拓展。通过以上方式就能够利用微

粒观指导提高化学课堂教学效率。
在教学活动的开展中， 微粒观在初中化学复分解反应教

学中的应用主要有两个课时： 第一个是在微粒观指导下认识

复分解反应，第二个课时就是应用与评价。在酸、碱、盐的学习

中，第一课时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基础环节，基于微粒观指

导下的复分解反应教学主要分为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需要

认识酸、碱、盐溶液是由分子和离子构成的；第二个环节需要

建 立 研 究 模 型，比 如，在 HCl+NaOH=NaCl+H2O、H++Cl-+Na++
OH-=Na++ Cl-+H2O 以及 H++OH-= H2O 中，可以对其前后粒子

的变化进行分析，并提炼出中和反应的特征离子对；第三个环

节是学生的自主实验环节， 可以让学生进行自主实验来宏观

感知生成气体、水、沉淀等反应；第四个环节是解决问题，比如

在复分解反应中，氢氧化钠和碳酸钾溶液是不反应的，而强氧

化纳和硝酸钡溶液也是不反应的，究其原因，并利用模型迁移

的方式来寻找可以发生复分解反应的其他离子对；最后一个环

节就需要总结特征离子，需要对酸、碱、盐的部分典型反应进

行 整 理，比 如 HCl+AgNO3=AgCl↓+HNO3、Na2CO3+Ca（OH）2=
CaCO3↓+2NaOH 等等，并从微观粒子视角来认识复分解反应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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