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学科单元作业设计 

本单元是在学生对最常用的溶剂——水的性质及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上设

置的。内容主要涉及“水”、“什么是溶液？”、“溶液组成如何表示？”、“如何配制一定组成

的溶液”“溶液的酸碱性”等五个问题。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一类常见的混合物——溶液。

通过认识溶液初步经历研究物质的一般过程：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并在诸多活动经历中

慢慢深入微观世界，学着从微粒的角度分析身边的物质及变化，逐步构建微粒观。 

 “（沪教版）九年级第一学期第三单元“走进溶液世界”。本单元一共分三部分：水、

溶液、溶液的酸碱性。本章从化学的角度展示了多彩的水溶液世界，以我们最熟悉的水为主

线展开。第一节水，教材以水为线索，介绍水在自然界中分布、水的自然循环、水的净化三

部分。第二节溶液，分析物质在水中的溶解性，得出饱和和不饱和溶液、溶解度等概念。第

三节溶液的酸碱性，通过对生活中一些常见溶液的酸碱性分析，了解酸性溶液、碱性溶液以

及溶液酸碱性的本质。通过具体的学生实验完成探究实验报告、思维导图、课堂综合检测、

了解溶液组成的定量表示在工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等。 

一、单元目标： 

    本单元一共分三个大的课时目标，第一节  水：1.知道水与人类的密切关系；水在自然

界的自净及其污染；2.学会观察实验；理解水的组成；3.知道自来水生产的一般过程及原理。

第二节溶液：1.理解物质的溶解性及影响物质溶解性的因素；2.理解溶解度、饱和溶液、不

饱和溶液、结晶概念。3.掌握溶解度的简单计算。4.掌握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的计算。 

第三节 溶液的酸碱性：1.知道溶液呈一定的酸碱性，知道溶液分为中性、酸性、碱性；2.

学会用酸碱指示剂和 pH试纸测定溶液的酸碱性。由此整理出本章的单元教学目标为： 

单元教学目标：单元教学目标（A 知道，B 理解，C 运用，D 综合）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水的物理性质 A 

水的电解 B 

水的污染和净化 A 

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 B 

溶解度 B 

结晶和结晶水合物 A 

溶质的质量分数 C 

溶液的酸碱性 B 

酸碱指示剂和 pH B 

二、课时作业目标（以《溶液的酸碱性》为例） 



1. 知道溶液呈一定的酸碱性 

2. 能判断酸碱性的变化特征 

3. 知道酸碱度的检测方法 

4. 能用酸碱指示剂和 pH 试纸测定溶液的酸碱性 

5. 知道溶液酸碱性随稀释、浓缩、加入其它溶液后 pH的变化特征 

6.能从生活中发现一些酸碱指示剂 

三、单元作业目标 

1.知道水与人类的密切关系；水在自然界的自净及其污染 

2.理解水的组成； 

3.理解物质的溶解性及影响物质溶解性的因素； 

4.理解溶解度、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结晶概念； 

5.掌握溶解度的简单计算； 

6.掌握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的计算； 

7.知道溶液呈一定的酸碱性，会判断酸碱性的变化特征，知道酸碱度的检测方法。 

    课时目标针对每一个课时的安排，合理布置本节课的课时作业，通过课时作业可以使学

生有效掌握课时的学习内容，巩固新知识。而单元教学目标从整体的内容进行合理有效的安

排，抓住本章学习的重难点，有效地将本章的教学内容结合起来，检测和提高学生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应该说单元作业目标更侧重单元教学目标的达成和检测。 

教学是以学生为本的，“尊重差异，促进成长”一直是我校的办学理念。作业是教学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分层作业是教师帮助学生主动选择的行为。也就是在教学和作业布置中帮

助学生认识自己的真实水平，并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提高。同时，学生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且

是随着学习的深入而发生动态变化。作业中的“分层”应该按照教学实际的变化随时变化。

其次，单元作业目标是针对所有学生的目标。而学生各有差异，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全部达成，

弱一些的能够达成部分，个别能力薄弱的同学较难达成。所以，所谓分层，就是要给予不同

学习水平的学生不同的帮助，换言之，要搭设不同的“支架”来帮助他们达成作业目标，完

成作业，进而达到单元学习的目标。“作业分层”就应该着重思考如何给不同能力层次的学

生提供不同的思维支架，能够引导学生在思维支架中持续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思维支架是

引导学生思维，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并获得提升的有效工具。 

四、单元作业样式 

    化学学科单元作业由基础理论部分、兴趣实验部分构成。具体内容见附表一 

五、作业的分层策略 

新课程理念下，多元化的作业除了要落实和巩固知识目标外，更需要落实：能力目标、

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目标、科学素养目标等，最终达到学会学习的目标。在实施教育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这一前提下，化学作业因该看作是学习者对学习任务的重复接触

或重复反应，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步骤的重复活动，是形成学生各种技能技巧，

提高学生素质的基本途径。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和思维品质，对学生心智、技能和综

合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布置化学作业的各个环节上应充分提

炼挖掘，不能就题论题，草率行事。如布置作业时，同时提出完成作业的要求：要养成仔细

审题、独立思考的习惯，启发他们如何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 

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可以将分成相同知识内容、相同的作业模式分成有一定难度梯度的

作业；也可以布置不同内容、不同标准、不同模式的作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选

择不同层次的作业，也可以自主选择层次更高的作业来挑战自我。  

   以 22 题为例说明。 

作业属性表 

作业目标 K1、K2 

内容维度 溶解度曲线的综合应用  学习水平 
□ A  □  B   

□ C  □  D 

能力维度 

结合溶解度曲线的特征，分析溶解度

曲线中点的含义，溶液中各种量的相

互换算，饱和、不饱和溶液的转化方

法，结晶方式的选择以及溶质质量分

数的运算 

作业类型 

□预习 □√巩固 

□复习； 

□口头 □√书面  

□实践； 

□√必做 □选做 

□拓展 □探究 

作业难度 □容易  □√中等  □√难 作业时间 10 分钟 

作业 目标（填写编号） 作业类型 作业时间 

22 K1、K2 
巩固、书

面、必做 
5分钟 

六、作业案例及说明 

基础理论部分：在单元作业的设计中，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我们设计了不同的支架，对同一

个知识点进行细化分层。例如 22题的设计，支架 1 

如图是四种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曲线，请回答： 



1、影响固体溶解速度的因素有                。  

2、随着温度的升高，溶解度增大最明显的是          ；40
o
C 时，NaNO3 的溶解度        

（选填“>”、“<”、“=”）NH4Cl 的溶解度；60
o
C 时，210 克 KNO3 的饱和溶液中含 KNO3         

克。 

3、如图，M 点的含义是：              ；60
o
C 时，KNO3 饱和溶液变成同温度下的不饱

和溶液可采取的方法是                   。 

4、60
o
C 时，100gKNO3 加入 50g 水中所得的溶液的质量是          g，此时溶液中溶质的

质量分数是           ，若要增加此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可采取的方法是：         。 

5、60
o
C 时，从混有少量 NaCl 的 KNO3 溶液中提纯 KNO3 的方法是_____________。 

6、已知 NH4Cl 溶液呈酸性，向 NH4Cl 溶液滴加石蕊溶液，石蕊呈     色；滴加酚酞溶液，

酚酞呈     色。 

支架 2 

如图，是四种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曲线，请回答： 

1、20
o
C 时，50 克水中最多溶解 NaCl18 克，则 NaCl 属于    

溶物质；要增大 NaCl 的溶解速度可以采取的方法

是                         ，既能影响溶解性又能影响

溶解速度的因素是              。 

2、某温度下，将 150 克 20%的硝酸钾溶液蒸发掉 50 克水，

然后冷却到原来的温度，结果析出 11 克硝酸钾晶体，该温

度下硝酸钾的溶解度为             。 

3、60
o
C 时，在 100 克 KNO3的饱和溶液中加入 10 克水,为使溶液重新达到饱和，需加 KNO3        

克。N 点表示 KNO3溶液处于          （填“饱和”或“不饱和”）状态，将该溶液从状态 N

改变到状态 M 有多种途径。试设计一个实验途径               ；若要不改变该溶液的溶

质质量分数而使其变为饱和，采取的方法是                      。 

4、20
o
C 时，100g 水的烧杯中加入 50gKNO3充分溶解后得到的溶液质量为       ，升温至

90
o
C 时，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精确到

0.1%）。60
o
C，KNO3 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

是         ，若要用此饱和溶液配置 20%的 KNO3溶

液，还需要加水       克。 



5、60
o
C 时，从混有 NaCl 的 KNO3溶液中提纯 KNO3 的步骤是                   

6、已知 NH4Cl 溶液呈酸性，若用用水湿润的 pH 试纸测定其 pH 值，所得的数值比正确数

值       （大、小、不变）。 

    支架 1的第 1小题设定为了解影响固体溶解性的因素，而支架 2 还要求学生理解改变固

体溶解速度的具体操作，同时还要理解对固体物质溶解性和溶解度速度的影响因素，在知识

内涵上进行有效延伸。 

    同样，在第 3题的设计上，支架 1要求学生能了解溶解度曲线上交点的含义，以及饱和

与不饱和溶液的相互转化的方法，支架 2要求学生明确溶解度曲线图中点的含义，通过点的

位置判定溶液的状态，并能给出相应的点的相互转化的方法（涉及具体的操作），还要通过

设定的条件来实现点的转化，要求相对支架 1有明显的提升。 

    第 4小题中，支架 1需要学生达到的知识层面是简单判定溶液的状态、溶液的质量、溶

质的质量分数及改变溶质质量分数的简单方法；而支架 2则需要学生通过溶解度进行定量判

定溶液状态、溶液的质量，在外界条件发生改变时（温度、溶剂的量），溶质质量分数的定

量变化。 

    第 6题中，支架 1 需要学生简单了解酸碱指示剂的变色情况，支架 2则从 pH试纸测定

溶液的酸碱度层面，对实验误差有精确的分析。本题的设计梯度不大，可鼓励同学由支架 1

向支架 2的提升。 

    不同的作业内容可以匹配不同程度的学生，学生在完成作业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分

层选择支架，甚至可以先尝试不用支架来完成作业，如果遇到困难，再尝试借助支架 1完成，

以此类推，直到完成分层作业。 

兴趣实验部分：本章节选了两个课外兴趣实验，一个是酸碱指示剂的寻找，一个是硫酸

铜晶体的制备，鼓励同学们将课堂学习的知识延伸到生活实际中，本单元还可以设计用结晶

的方式提纯硝酸钾和氯化钠（少量）晶体，这些实验都是从课本的知识出发，与实际生活能

有效结合，体现化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酸碱指示剂的兴趣实验能加深学生对酸碱指示剂的

理解，由此对于 pH 试纸的制作也有充分的认识，操作难度教学，所有学生都可以完成；而

硫酸铜晶体的制备则从操作的角度严格要求学生的操作规范性，还包含更多的操作细节，如：

尽量挑选形状完整的小晶体作为晶核；在溶液析晶的过程中要意防震防尘；取出晶体后要及

时清理晶体上的各种突起等。 

支架的提供，不仅满足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也通过教师的分层评价来充分

了解学生的学情，为教师对于班级学生的分层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化学教研组 刘明晟 

附表一 

一、选择题 

1．厨房中的物质放入足量的水中，充分搅拌，不能形成溶液的是  

    A．食用油          B．白醋           C．硝酸钾        D．食盐 

2．不能称为溶质的是     

    A．碘酒中的碘    B．糖水中的糖     C．泥水中的泥沙   D．生理盐水中的食盐 

3．不属于结晶水合物的物质是 

A．食盐             B．石碱           C．胆矾          D．明矾 

4．如图为市售盐酸标签的部分内容，其中 36.0%～38.0%表示该盐酸中的 

    A．氯元素含量               B．溶解度       

    C．溶质质量分数             D．溶质质量 

5．固体物质溶解性的大小与下列因素一定无关的是 

A．温度             B．溶质性质        C．溶剂质量       D．溶剂性质 

6．30℃，50 克水溶解 15 克的 A 物质就饱和。该温度时，50 克酒精最多能溶解 25 克的 B 

    物质。则 30℃，A 和 B 的溶解度相比 

A．A>B            B．B>A             C． A=B          D．无法比较 

7．使饱和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最可靠的方法是 

    A．加入水           B．加入溶质        C．升高温度       D．降低温度  

8．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右图所示。叙述正确的是 

A．依据溶解度曲线可判断，甲的溶解度比乙的大 

B．将甲、乙的饱和溶液从 t2℃降到 t1℃，析出甲的质量大 

C．将 t2℃时甲的饱和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可采取降温方法 

D．t1℃时，甲和乙的饱和溶液各 100 g，其溶质的质量一定相等 

9．在一个萝卜上挖个孔，其中注入 10 克饱和食盐水，一段时间后， 

将食盐水倒出，在相同温度下发现倒出的食盐水还可溶解少量食盐，这说明 

①倒出的溶液是饱和溶液             ②倒出的溶液是不饱和溶液 

③倒出的溶液中 NaCl 溶解度增大      ④倒出的 NaCl 溶液浓度减小了 

A．①④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10．从某学生的实验报告中摘录以下实验数据，其中记录的数据正确的是 

A．用广泛 pH试纸测定某溶液的 pH=0   B．用电子天平称取食盐质量为 20.3g 

C．用 10ml的量筒量取某溶液体积为 5.65ml 

D．用 20mL酒精和 20mL蒸馏水配制成 40mL酒精溶液 

11．下列条件下的 Ca(OH)2溶液，溶质质量分数最大的是 

A．10℃的不饱和溶液  B．10℃的饱和溶液 C．40℃的不饱和溶液 D．40℃的饱和溶液 

12．生活中的下列现象不能说明气体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的是 

  A．打开啤酒瓶盖，有大量气泡溢出          B．喝下汽水时，感到有气体冲到鼻腔 

    C．烧开水时，水沸腾前有气泡冒出          D．夏季黄昏，池塘里的鱼跃出水面 

13．一定温度下，将 200 克 A 的溶液恒温蒸发掉 10 克水，析出 2 克 A 固体，再恒温蒸发掉

20 克水，析出 5 克 A 固体。则该温度下，A 的溶解度为 

A．20 克/100 克水                         B．25 克/100 克水 



A 加热水          B 电解水 

    C．30 克/100 克水                         D．无法确定 

14．某温度时，有 w克硝酸钾的不饱和溶液，在温度和溶剂质量不变的条件下，向其中逐 

渐加入硝酸钾固体直至不能溶解，有部分固体剩余，下列图像正确表示此过程中溶液中

溶质的质量分数或溶解度与时间的变化关系的是 

 

 

 

 

 

             A                B                   C                 D 

15． 在饱和澄清石灰水中加入生石灰，恢复到原来温度，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所得溶液总质量增加           B．所得溶液中溶质是生石灰 

C．所得溶液仍然是饱和溶液       D．所得溶液溶质的质量分数增大 

16．现有30℃的KNO3饱和溶液200克，欲改变其溶质质量分数可采取的措施为 

       A．恒温蒸发掉10克水                    B．加入10克KNO3固体 

       C．将溶液温度升高至50℃                D．将溶液温度降低至10℃ 

   17． 配制90g10%的硝酸钠溶液后，再向其中加入10g氯化钾并搅拌至完全溶解（硝酸钠和    

氯化钾不发生化学变化），则所得溶液中氯化钾的质量分数是 

A．19%              B．10%             C．9%               D．21.1% 

    二、填空题 

21．（A）水是生命之源，我们生活的周围是水的世界。 

   (1)右图是电解水实验的示意图。 

  ① 由图可知，B 试管中气体的化学式为             ； 

   ② A 端接电池          极（填“正”或“负”）； 

   ③ 电解水的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微粒是（写名称）              。 

  (2)极少量生石灰放入水中，得到的石灰水是均一、稳定的混合物，属于溶液，石灰水 

   中溶质是             ，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用pH试纸可测得pH       (填“<”、“>”或“=”)7。 

  (3)自来水生产过程中用明矾做净水剂，它的作用是                         。 

  (4)公路旁有许多加油站，其中极少数违法经营者在汽油或柴油中加入水，请你设计一  

    个 用 化 学 方 法 检 验 汽 油 中 是 否 含 有 水 的 方 案 ， 用 化 学 方 程 式 表 示

为                           ，现象为                          ，该生成物   

属于           （填“混合物”或“纯净物”）。 

（B）认真观察右图 A、B 两装置，写出 B 装置中发  

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用分子和原子的观点分析比较 A 装置和 B 装 

置在试验过程中水的变化情况               。 

溶
质
质
量
分
数 

溶
质
质
量
分
数 

溶
解
度 

溶
解
度 

0         时间        0         时间         0         时间         0        时间 



2、电解一定量的水，当其中一个电极产生 5mL 气体时，另一电极产生的气体体积可能是__   

_________。 

3、检验 b 试管中气体的方法是                         。 

4、36 克水的物质的量是_ _____mol，其中约含             _个氢原子。 

5、向硫酸铜粉末中滴加少量水时，看到的现象是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是                                  。 

22. （A）如图是四种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曲线，请回答： 

5、影响固体溶解速度的因素有                       。  

6、随着温度的升高，溶解度增大最明显的是                    ；40
o
C 时，NaNO3的溶

解度        （选填“>”、“<”、“=”）NH4Cl 的溶解度；60
o
C 时，210 克 KNO3 的饱和溶液

中含 KNO3           克。 

7、如图，M 点的含义是：              ；60
o
C 时，KNO3饱和

溶 液 变 成 同 温 度 下 的 不 饱 和 溶 液 可 采 取 的 方 法

是                   。 

8、60
o
C 时，100gKNO3 加入 50g 水中所得的溶液的质量是          

g，此时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是           ，若要增加此溶液中

溶质的质量分数，可采取的方法是：           。 

5、60
o
C 时，从混有少量 NaCl 的 KNO3 溶液中提纯 KNO3 的方法是_____________。 

7、已知 NH4Cl 溶液呈酸性，向 NH4Cl 溶液滴加石蕊溶液，石蕊呈     色；滴加酚酞溶液，

酚酞呈     色。 

（B）如图，是四种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曲线，请回答： 

1、20
o
C 时，50 克水中最多溶解 NaCl18 克，则 NaCl 属于      

溶物质；要增大 NaCl 的溶解速度可以采取的方法

是                               。 

2、某温度下，将 150 克 20%的硝酸钾溶液蒸发掉 50 克水，

然后冷却到原来的温度，结果析出 11 克硝酸钾晶体，该温度下硝酸钾的溶解度

为             。 

3、60
o
C 时，在 100 克 KNO3的饱和溶液中加入 10 克水,为使溶液重新达到饱和，需加 KNO3        

克。N 点表示 KNO3溶液处于          （填“饱和”或“不饱和”）状态，将该溶液从状态 N

改变到状态 M 有多种途径。试设计一个实验途径               ；若要不改变该溶液的溶

质质量分数而使其变为饱和，采取的方法是                      。 



℃ 

℃ 

4、20
o
C 时，100g 水的烧杯中加入 50gKNO3充分溶解后得到的溶液质量为       ，升温至

90
o
C 时，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精确到 0.1%）。60

o
C，KNO3饱和溶液的溶

质质量分数是         ，若要用此饱和溶液配置 20%的 KNO3溶液，还需要加水       克。 

5、60
o
C 时，从混有 NaCl 的 KNO3溶液中提纯 KNO3 的步骤是                      

6、已知 NH4Cl 溶液呈酸性，若用用水湿润的 pH 试纸测定其 pH 值，所得的数值比正确数

值       （大、小、不变）。 

三、简答题 

25．（A）右图是 A、B 两物质的溶解度曲线： 

(1)B 固体属于          （填“难溶”、“微溶”、 

  “易溶”、“可溶”）物质。 

    (2)现有 A、B 两杯溶液分别处于 M 点状态，则 A 溶                    

      液为          溶液。 (填“饱和”或“不饱和”)                          

    (3)20℃时，A 物质的溶质质量分数最大是           。 

(4)40℃时，将 30 克 A 物质放入 100 克水中（图中 N 点），现要将其变为恰好饱和，可    

  采用的方法有                  、                 、                 。   

（B）右图是 A、B 两物质的溶解度曲线： 

(1)B 固体属于          （填“难溶”、“微溶”、 

  “易溶”、“可溶”）物质。 

    (2)现有 A、B 两杯溶液分别处于 M 点状态，则 A 溶                    

      液为          溶液。 (填“饱和”或“不饱和”)                          

    (3)20℃时，A 物质的溶质质量分数最大是           。 

(4)40℃时，将 30 克 A 物质放入 100 克水中（图中 N 点），现要将其变为恰好饱和，可

采用的具体方法有            、             、           。   

 

 

 

 

 

26．某兴趣小组的同学用图 1 所示装置制取氧气，然后进一步探究有关氧气的性质。请回答： 

 

 

 

 

  

                      

图 1                                  图 2 

(1)写出编号为①的仪器名称：             ； 

(2)某同学根据图 2 进行实验，观察到甲试管中产生气泡比乙试管中产生气泡多。 



你认为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B）(3)20℃，市售的双氧水的浓度为 10%，其中溶质和溶剂的质量比为__     ______。 

取市售的 20mL 质量分数为 10%的双氧水，加一定质量的水稀释成 3%的双氧水。从下

表中找出配制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数据：        g/mL。最终可稀释得到_____克 3%的

双氧水。(保留至 0.01%) 

 
 
 

(4)取 34 克未知浓度的双氧水与 2 克 MnO2 混合制取氧气，完全反应至质量不再减轻后， 

称量剩余混合物的质量为 35.2 克。 

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该双氧水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例：研究性学习（一）：自制酸碱指示剂 

实验目标 通过自制植物酸碱指示剂活动让学生了解指示剂

的指示原理，指示剂的种类，也了解一点有关指示

剂选择的方法 

知识储备 酸碱指示剂是一种在酸和碱中能显现不同颜

色的试剂，主要用于酸碱性的判断以及酸碱中和滴

定，实验室中常用的酸碱指示剂有石蕊、酚酞、甲

基橙等。 

在自然界中，植物的花瓣和某些蔬菜中的色素在酸

性和碱性条件下也能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那么能否

用它们的提取液来作为酸碱指示剂呢？ 

实验任务 1.讨论初步制定实验方案，确定实验小组中每个人的任务 

2.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小组分工进行实验探究 

3.交流实验成果，得出实验结论 

4.撰写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 

一、实验药品和主要仪器 

1、主要药品 

酒精、蒸馏水、                          ；实验室常备酸碱性溶液 

2、主要仪器 

试管、胶头滴管、 研钵、漏斗、烧杯、玻璃棒、量筒等 

二、实验过程： 

第一步：研磨花果、提取色素 

第二步：溶解、过滤 

第三步：在试管中加入药品 

第四步：滴入色素，观察记录现象 

三、实验结果 

花瓣和蔬菜 氢氧化钠 苏打水 蒸馏水 食醋 稀盐酸 



      

      

      

      

      

      

四、实验结论 

你认为从                          中提取的色素遇到酸性和碱性溶液会显示不

同的颜色，可以作酸碱指示剂； 

五、你的体验和收获 

                                                                                             

                                                                                             

                                                                                             

                                                                                             

                                                                               

 

研究性学习（二）：探究硫酸铜晶体的制取 

实验目标 培养化学实验中的动手能力和简单分析能力 

探究如何制取形状规则的硫酸铜晶体 

从实验中感受晶体形成的过程和条件 

知识储备 理解晶体析出的前提，理解饱和溶液的配置和晶体成长所需的外界条件 

实验任务 1.讨论初步制定实验方案，确定实验小组中每个人的任务 

2.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小组分工进行实验探究 

3.交流实验成果，得出实验结论 

4.撰写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 

一、实验药品和主要仪器 

1、主要药品和仪器 

250ml烧杯两个、碗、玻璃棒、医用纱布、小水盆、保鲜膜、棉线、头发、笔、小刀、小盒

子、透明指甲油、五水硫酸铜（分析纯）试剂一瓶（500g/瓶） 

2、实验过程： 

第一步：硫酸铜饱和溶液的配制 



第二步：趁热直接将溶液倒入碗中，碗放在水盆中保温，等待溶液缓慢冷却，静置一天 

第三步：从碗中选取 2 颗形状完整的小晶体作为晶核，分别用棉线和头发绑紧。棉线（头发）

另一头拴在笔杆中间。 

第四步：在热饱和溶液冷却的过程中把用棉线拴住的晶核悬挂在溶液中，覆上保鲜膜，防震

防尘，静置 

第五步：将长成的大晶体提纯保留。 

三、实验结果 

以实物或照片的方式呈现 

四、你的体验和收获 

你认为在硫酸铜晶体制备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