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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的分离和提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教学设计 

张玉贞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摘  要】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所以实验就成为学生学习化学的一种基本方法。化学实验中要涉及实验
方案的设计，如何在化学实验方案设计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以“混合物的分离和提纯”为例谈谈
自己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  教学设计 

一、设计理念 
叶圣陶先生有一句名言：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教。这

句名言就高度揭示了教学的最终目的和基本规律，它是叶老
先生教育思想的精髓，包含着自主学习这样的深刻道理。自
主学习作为一种能力，就是指学生个体在教师的引导下，积
极主动地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发展心智，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学习品质。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教学中
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就是要确立学生在学习
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学会自主学习、学
会探索与创新。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及化学学科
的特点创造性地组织教学，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实验方案、让
学生独立思考，发现和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且能自己分析、
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拓展思维的空间。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学生在化学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 
二、教学目标 
第一，知识与技能：（1）通过粗盐的提纯实验，进一步掌

握溶解、过滤、蒸发等基本操作。（2）通过实验中杂质离子的
检验与除杂方法的讨论，加深对提纯操作原理和方法的理解。 
第二，过程与方法：（1）初步学会物质的检验、分离和提

纯的基本实验技能。（2）学会规范性地进行化学实验的方法。 
第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加强对化学实验的体验，获

得对实验科学方法的正确认识。 
三、教学重点 
重点：混合物分离与离子检验。 
难点：物质检验试剂的选择，分离提纯过程的简单设计。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多媒体辅助、实验探究、启发引导。 
五、教学过程与思路 
［导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将混合物分离的

情况，如分离豆渣和豆浆，洗菜洗去菜上的泥土等。自然界
中绝大多数的物质是混合物，为了利用某一组分或研究其性
质，常需要将某种物质从混合物中分离出来。这节课我们就
来学习混合物的分离和提纯的常用方法。 
［板书］：二、混合物的分离和提纯 
［组织学生讨论］：分离和提纯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学生］：物质的分离是把混合物中的各种成分分开，分

别得到纯净的物质；物质的提纯是把物质中所含的杂质除去，
以得到纯净的物质。 
［板书］：概念：分离和提纯 
［教师］：除杂遵循的原则“不增、不减、易分”。 
不增：不增加入新的物质。 
不减：不减少被提纯的物质。如：粗盐提纯中不能减少

NaCl成分 
易分：杂质转换为沉淀、气体等易分离除去。如：将 NaCl

溶液中可能存在的 Na2SO4转换为沉淀 BaSO4。 
提纯的思路： 
杂转纯：比如：如何除去 NaCl 溶液中的 CaCl2？加入

Na2CO3溶液过滤即可； 
杂变沉：比如：如何除去 NaCl 溶液中的 MgCl2？加入

NaOH溶液过滤即可； 
化为气：比如：如何除去 NaCl溶液中的 Na2CO3？滴入

稀盐酸即可。 
［思考与交流］：（推进新课） 
同学们都听过“吹尽狂沙始到金”，你知道淘金者是利用

什么方法和性质将黄金从沙里分离出来的吗？ 
［学生］：他们利用的是黄金和沙的密度不同，利用在水

里淘洗的方法可以将金子从沙里分离出来。 
如果有铁和铜的混合物，你能用哪些方法提纯铜？ 
［学生］：用磁铁吸引铁或滴加稀盐酸 
［过渡］：在分离和提纯物质时，要除掉杂质，化学上指

的杂质都是有害或无价值的吗？请举例说明。 
［学生］：学生讨论（略） 
［教师］：化学上所指的杂质不一定是有害或无价值的，

如水中含有一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对人体有益的。化学中
除杂，主要是因为杂质的存在会影响某物质的利用价值，如
在化学反应中杂质的存在可能会引起一些副反应，或反应中
杂质的存在可能会引起催化剂中毒，等等。 
［过渡］：分离和提纯常用的方法有哪些呢？ 
［板书］：分离和提纯常用方法——过滤和蒸发 
［组织学生讨论］：分离和提纯的常用方法。 
［学生］：过滤；蒸发；结晶；洗气瓶洗气....... 
［教师］：大家讨论的很好，分离和提纯的方法有多种，在 

 
 

最初的引导和入职培训非常重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
要让新员工对公司的整体情况有进行一定的了解；其次，培养
大学生新员工的基础技能和职业心态；第三，要做好大学生新
员工的岗位任职培训。在激励管理方面，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和晋升空间是有效激励员工的关键因素。它体现了对员工能力
和工作价值的认可，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企业应重视

竞争环境的公平性问题，致力于建立科学规范、客观公正的晋
升体系，重能力、重绩效，不以资历、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等
为由将新员工排除在竞争体制之外。大学生新员工如果能充分
感觉到企业对新员工的重视和信任，则能大大增强工作积极性，
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和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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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具体问题时，我们要学会选用正确的分离和提纯方法。
下面我们先利用初中学过的方法来提纯粗盐。 
［多媒体展示］：用海水、盐井水、盐湖水直接制盐，得

到的粗盐中含有较多的杂质，如不溶性的泥沙，可溶性的
CaCl2、MgCl2、Na2SO4等物质。 

［教师］：如何除去粗盐中混有的泥沙呢？ 
［学生］：由于食盐溶于水而泥沙不溶于水，所以可用溶

解过滤的方法除去泥沙。 
［教师］：在进行溶解过滤操作时要使用哪些仪器？ 
［学生］：烧杯、玻璃棒、铁架台（带铁圈）、漏斗、滤纸。 
［多媒体展示］：溶解（图 1）。 
 
 
 
 
 
 
溶解（图 1）   过滤（图 2）      蒸发（图 3） 
［教师］：在进行过滤操作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学生］：向漏斗中倒入溶液时，要用玻璃棒引流；滤纸

紧贴漏斗内壁；滤纸边缘低于漏斗边缘，液面低于滤纸边缘；
烧杯紧靠玻璃棒，玻璃棒一端轻靠三层滤纸一边，漏斗下端
管口紧靠烧杯内壁。 
［多媒体展示］：过滤（图 2）。 
［教师］：得到的滤液中主要成分是什么，如何得到食盐晶体？ 
［学生］：滤液中主要成分是食盐，蒸发所得滤液即可得

到食盐晶体。 
［教师］：在蒸发过程中要使用哪些仪器？ 
［学生］：蒸发皿、玻璃棒、铁架台（带铁圈）、酒精灯。 
［教师］：在蒸发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学生］：加热时用玻璃棒不断地搅动防止热液溅出；发

现溶液出现较多固体时撤火，利用余热将溶液蒸干；热的蒸
发皿不能直接放在实验台上，以免烫坏实验台或遇到实验台
上的冷水引起蒸发皿炸裂，如果确实要立即放在实验台上，
要垫上石棉网。 
［多媒体展示］：蒸发（图 3） 
［教师］：搞清楚实验实验原理和注意事项后，下面我们

就来观察这个实验。 
［多媒体视频］：粗盐提纯实验。 
［思考与交流］：你认为通过上述实验得到的是比较纯的

氯化钠吗？里面可能还有哪些杂质没有除去？ 
［学生］：通过上述实验得到的氯化钠不纯，精盐中的杂

质主要是可溶性的硫酸盐（Na2SO4）、MgCl2和 CaCl2。 
［教师］：怎么检验出它们？ 
［板书］：离子的检验——SO42- 
（1）、取样； 
（2）、加水配成溶液； 
（3）、加几滴稀酸盐，使溶液酸化； 
（4）、加 BaCl2溶液。 
若有白色沉淀生成，则判断样品中含有 SO42-，反应方程

式如下： 
方程式：Na2SO4+BaCl2=BaSO4↓+2NaCl 
［思考与交流］：如何检验Mg2+和 Ca2+？ 
［学生］：根据Mg2+和可形成不溶与水的碱Mg（OH）2，

Ca2+可形成不容于水的盐 CaCO3来检验这两种离子。 

MgCl2 + 2NaOH = Mg（OH）2↓+ 2NaCl 
CaCl2 + Na2CO3 = CaCO3↓+ 2NaCl 
［组织学生讨论］：如果要除去精盐中含有的可溶性杂质

MgCl2、CaCl2及一些硫酸盐，应加入什么试剂？请同学们分
组讨论后完成下表。（多媒体） 

杂 质 加入试剂 化学方程式 

硫酸盐 ＢaCl2 
ＢaCl2 ＋Ｎa 2ＳO４ ＝ 

ＢaＳO４↓＋２ＮaCl 

MgCl2 ＮaOＨ 
MgCl2＋２ＮaOＨ＝ 

Mg（OＨ）２↓＋ ２ＮaCl 

CaCl2 Ｎa 2CO３ 
CaCl2＋Ｎa 2CO３ ＝ 

CaCO３ ↓＋ ２ＮaCl 

［教师］：为了使杂质彻底除去，往往要多加入一滴除杂剂。 
［学生］：老师，我有个疑问：多加入一滴除杂剂后虽然

把原来的杂质彻底除去了，但在上述除杂过程中引入了新的
杂质 BaCl2、NaOH、Na2CO3怎么办？ 
［教师］：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同学们课堂上认真思考

了。请同学们讨论一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组织学生讨论上述问题］：学生讨论得出如下结果： 
过量的 BaCl2处理：加入 Na2CO3 ，反应方程式如下： 
BaCl2+Na2CO3=BaCO3↓+2NaCl 
过量的 NaOH处理：加入稀盐酸 ，反应方程式如下： 
NaOH   +   HCl   =   NaCl   +   H2O 
过量的 Na2CO3处理：加入稀盐酸，反应方程式如下： 
Na2CO3 + 2HCl = 2NaCl + H2O + CO2↑ 
［引导学生思考］：（使本节内容难点得到突破）在实际

操作中，还要考虑所加试剂的先后顺序、试剂用量，以及试
剂过量后如何处理等。你设计的除去离子的方法中有没有引
入其他离子？想一想可用什么方法把它们除去？应按照什么
顺序加入除杂剂才是合理的？ 
［学生］：因为上述操作中引入了 BaCl2、NaOH、Na2CO3、

三种杂质，过量的 BaCl2 可利用 Na2CO3 除去，而过量的
Na2CO3、NaOH 这两种杂质利用稀盐酸可同时除去，而且过
量的稀盐酸在加热过程中即可除去。因此加入试剂的顺序应
该是 BaCl2、NaOH、Na2CO3、稀盐酸。 

［教师］：同学们分析的很好，请大家再想一想还有其它
的加入顺序吗？ 
［学生］：BaCl2、Na2CO3、NaOH、稀盐酸这个顺序也可以。 
［教师］：同学们都认真思考了，只要 Na2CO3在 BaCl2

后加入最后加稀盐酸都行。请同学们课后思考将各种可行的
加入顺序都写出来试试，比比看谁设计的方案多但又合理。 

［课堂小结］：略 
［教学反思与设计论证］： 
本节课实验设计特别是知识点的安排和过渡比较自然，

学生活动安排较多，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在教师的
引导下，学生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获取知识、掌握技能、
突破难点，尤其是食盐除杂方案的设计，让学生自己去设计
实验方案、让学生独立思考，发现和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且
能自己分析、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拓展思维的空间，这样
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习惯的养成和良好学习品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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