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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章复习与测试

 第 6 章 溶解现象第 1 节 物质在水中
的分散

              

主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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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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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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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来自于初中化学九年级下册沪教版（全国）（2024）

第 6章第 1节，主要包括物质在水中的分散这一主题。具体内容包括：

1. 物质在水中的溶解：介绍溶解的概念、特点，以及溶液的组成和表示

方法。

2. 溶解度：讲解溶解度的概念、影响因素，以及溶解度的表示方法。

3. 溶质质量分数：介绍溶质质量分数的概念、计算方法，以及溶质质量

分数与溶解度的关系。

4. 溶解过程：讲解溶解过程中的吸热和放热现象，以及温度对溶解过程

的影响。

5. 溶液的浓度：介绍溶液浓度的概念、表示方法，以及浓度与溶解度的

关系。

6. 溶液的稀释：讲解溶液稀释的方法和原理，以及稀释过程中溶质质量

分数的变化。

7. 溶液的配制：介绍溶液配制的方法和步骤，以及注意事项。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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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科学探究能力：通过实验观察和数据分析，培养学生对溶解现象的好

奇心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科学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运用逻辑思维、归纳总结等方法，理解溶解

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3. 科学交流能力：鼓励学生通过实验报告、讨论交流等方式，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思考，培养学生的科学交流能力。

4. 科学伦理意识：培养学生遵守实验规程、尊重事实、严谨治学的科学

伦理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5.



 科学应用能力：通过实际案例和问题分析，培养学生将化学知识应用于

生活实际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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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分

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学生在之前的化学学习中，已经掌握

了物质的基本性质、混合物与纯净物的概念、以及简单的实验操作技能

。他们对溶液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能够运用基本的科学方法进行观察

和实验。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九年级的学生对生活中的化学现

象充满好奇，他们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学习风

格上，他们偏好通过实验和实际操作来理解抽象的概念。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在理解溶解现象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

对溶解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感到困惑。此外，他们可能对溶解过程中的

吸热和放热现象、溶液的浓度和稀释等概念难以理解。在实验操作中，

学生可能对精确测量和数据分析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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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设计 二次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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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硬件资源：教室内的多媒体设备，如投影仪、计

算机、白板等；实验室设备，如烧杯、试管、滴定管等

；

2. 课程平台：学校提供的教学管理系统，如课程资料

、课件、实验指导等；

3. 信息化资源：化学教学相关的视频资料、在线实验

模拟软件、科普文章等；

4. 教学手段：小组讨论、实验操作、问题解答、案例

分析等。

1. 导入新课（5 分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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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学生对溶解现象的兴趣，激发其探索欲望。

过程：

开场提问：“你们知道溶解是什么吗？它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

关系？”
展示一些关于溶解现象的图片或视频片段，让学生初步感受

溶解的魅力或特点。

简短介绍溶解现象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为接下来的学习打

下基础。

2. 溶解现象基础知识讲解（10 分钟）

目标： 让学生了解溶解现象的基本概念、特点和原理。

过程：

讲解溶解现象的定义，包括其主要特点和条件。

详细介绍溶解过程中溶质和溶剂的相互作用，使用图表或示

意图帮助学生理解。

3. 溶解现象案例分析（20 分钟）

目标： 通过具体案例，让学生深入了解溶解现象的特性和重

要性。

过程：

选择几个典型的溶解现象案例进行分析。

详细介绍每个案例的背景、特点和意义，让学生全面了解溶

解现象的多样性或复杂性。

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案例对实际生活或学习的影响，以及如何

应用溶解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4. 学生小组讨论（10 分钟）

目标： 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过程：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选择一个与溶解现象相关的主题

进行深入讨论。

小组内讨论该主题的现状、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每组选出一名代表，准备向全班展示讨论成果。

5. 课堂展示与点评（15 分钟）

目标： 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同时加深全班对溶解现象的认

识和理解。

过程：

各组代表依次上台展示讨论成果，包括主题的现状、挑战及

解决方案。

其他学生和教师对展示内容进行提问和点评，促进互动交流

。

教师总结各组的亮点和不足，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和改进方

向。

6. 课堂小结（5 分钟）



目标：



 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溶解现象的重要性和意义。

过程：

简要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包括溶解现象的基本概念、特

点、案例分析等。

强调溶解现象在现实生活或学习中的价值和作用，鼓励学生

进一步探索和应用溶解现象。

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撰写一篇关于溶解现象的短文或报告

，以巩固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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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溶解现象的基本概念：溶解是指固体、液体或气体溶质在

液体溶剂中均匀分散形成溶液的过程。溶解现象是一种物理

变化，没有新物质生成。

2. 溶解度的概念：溶解度是指在一定温度下，某固体溶质在

100g 溶剂中达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的质量。溶解度可以用溶

解度曲线来表示，溶解度曲线可以用来判断溶液的饱和状态

。

3. 影响溶解度的因素：溶解度受温度、压力、溶质和溶剂的

性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温度升高，溶解度增大

；压力增大，溶解度减小。

4. 溶质质量分数的概念：溶质质量分数是指溶液中溶质的质

量与溶液总质量之比。它是一个无量纲的指标，用来表示溶

液的浓度。

5. 溶解过程中的吸热和放热现象：溶解过程中，有些物质溶

解时会放出热量，有些物质溶解时会吸收热量。溶解过程中

的吸热和放热现象与溶解度的变化有关。

6. 溶液的浓度：溶液的浓度是指溶液中溶质的质量或体积与

溶液总质量或总体积之比。常用的浓度表示方法有质量分数

、摩尔浓度等。

7. 溶液的稀释：稀释是指向溶液中加入溶剂，使溶液中溶质

的质量或体积相对减小，而溶液的总质量或总体积相对增大

。稀释过程中溶质质量分数会发生变化。

8. 溶液的配制：溶液的配制是通过准确测量和混合溶质和溶

剂来制备一定浓度的溶液。配制溶液时需要注意安全操作和

精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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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布置以下课后作业：

1. 描述溶解现象的基本过程，并解释为什么溶解是一种物理

变化。

2. 绘制溶解度曲线，并解释如何判断溶液的饱和状态。

3. 分析影响溶解度的因素，并以某种物质的溶解度为例，说

明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其溶解度。

4. 计算一定质量分数的溶液中溶质和溶剂的质量，并解释如



何进行计算。

5.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28051112060006127

https://d.book118.com/32805111206000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