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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直接抒情，自由表达思想感情，更好地展示人的心理世界，
叙述亲切自然，给读者以真实生动之感。 第二人称以“你”或
“你们”行文，是“我”在向“你（有时是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形象，
有时是读者）”的叙述与倾谈。这种人称的运用抒情自由灵活，
便于作者抒发感情；以倾吐式叙事、呼告式抒情的方式拉近与
读者或作品中形象的距离， 便于作者与之直接对话和沟通交
流，增强文章的抒情性、亲切感和真切感；在所写对象为物时，
达到拟人化的修辞效果。 一般书信、诗歌和赞颂、悼念文章常
使用。第三人称是以第三人称“他”或“他们”的口吻叙述，作者
站在第三者的立场， 以旁观者的身份用叙述他人事情的口吻
客观地把人物经历、事件经过告诉读者的表达方式。这种叙述
采用全方位的视角表达文章内容， 能比较直接客观地展现更
广阔的生活、更复杂的事情和更丰富的内容，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反映现实比较灵活自由。

如2008年高考浙江卷第21题：“鲁迅《祝福》中的‘我’既是
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又是主人公祥林嫂命运的见证，其重要
性与本篇中的‘我’相似。请赏析《乌米》中‘我’的形象与作用。
（6分）”此题第二问考查小说中第一人称的作用。 首先要储备
第一人称作用的相关知识：文学文本中的“我”或是线索，结构
全文；或有衬托、烘托人物形象或某种心理作用，或形成对照，
揭示主题。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亲切自然，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感
情，给读者以真实生动之感。 然后结合文本内容具体分析，归
纳答案要点，并根据赋分确定写几点。那么《乌米》中“我”的作
用就可归纳为：①使文中的人和事更具真实感；②“我”是贯穿
全文的线索；③借“我”的感触揭示全文主旨；④通过“我”对乌
米的情感态度突出乌米的形象。

如2011年湖南卷第17题 “谈谈文中画波浪线句子运用第
二人称的好处。（4分）”该题考查第二人称在散文中的作用。解
答时首先必须了解文学文本中运用第二人称的作用。 一般说
运用第二人称语言自由灵活， 便于作者与所表达对象直接对
话和感情交流，便于抒发感情，增强文章的亲切感和真切感，
拉近与读者或作品中形象的距离。 其次要根据文本内容和文
章主旨具体分析，结合分值，归纳出答案：①运用第二人称，如

对朋友般相告，有一种亲切感；②有利于作者对不能飞的“你”
倾注同情与关怀，与“你”共同感受不能飞的痛苦。

又如2006年辽宁卷第20题：“文章对牡丹等花木的称呼大
多用第三人称，而在第五自然段中却有两处用了第二人称，这
样写有何作用?请赏析。 （4分）”解答时本题是根据第二人称
作用“在所写对象为物时，起到拟人化的修辞效果”、“便于作
者与之直接对话和沟通交流”， 并结合文本内容就可以归纳
答案要点一为：“改用第二人称，将批判对象拟人化，形成一
种面对面的质问之势，使作者的态度更为鲜明”；根据第二人
称作用“抒情自由灵活，便于作者抒发感情”和文本主旨，可
归纳答案要点二为：“便于直接抒发作者对那些名贵花木强
烈的厌恶之情”。

2011年浙江卷第13题：“故事的主体部分采用第几人称
叙述？ 有什么效果？ （3分）”

解答本题时必须熟知第三人称的作用。 第三人称叙述显
得比较客观公正，是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进行叙述的方法。第
三人称是全能视角，能直接展现生活，不受时空限制，反映现
实更自由。有助于写出各个人物的各种反映，让读者全面了解
事件的发展。然后根据文章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答案：故事
的主体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效果是：①突破开篇以第一
人称写“我”的所见所闻的局限，较为自由地展现事件过程、人
物心理，以及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②拉开了叙述者与故事之
间的距离，更具客观性。

人称作用题目答题模式：（1）确认人称的运用或变化。 （2）
了解每一种人称的作用，明确答题方向。 （3）结合内容分析其
具体作用。

总之， 人称的作用这类题目在解答时除了掌握各种人称
的作用外，还要充分理解文章的情感和表达方式的转换，准确
识别相应的人称及它承载的思想情感。 理解人称作用千万不
能脱离文章，一定要准确扣住作者的议论抒情文段进行分析。
人称的作用这类规律化、程式化的试题在高考中占很大分量，
也是学生最容易掌握的题型。引导学生研究解题的基本思路，
探究归纳答题模式，能提高解题效率。

多年来， 无机框图题一直是高考化学试卷中备受青睐的
题型，但由于该类试题人为设计成分较多，问题编制模式过于
单一，取而代之的是创新的工业生产流程题。 化学工艺流程题
取材于真实的工业生产，问题设计更灵活，更有化学味。 化学
新课程突出化学是一门实用性、创造性的科学，化学高考试题
的发展趋势必然重视与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化学工艺流程
题便成为近年来江苏乃至全国高考的一种必考题型。

一、高考化学流程题常考的知识点
笔者通过对近年全国特别是江苏高考及各地模拟试题的

研究和总结，高考化学流程题主要从以下方面设计问题：
（一）基础化学实验：1.物质的分离、提纯、净化、除杂、洗

涤、干燥等；2.常见离子的检验；3.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
制；4.滴定实验操作及数据处理。

（二）基本化学原理：1.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移动；2.化
学反应和能量变化；3.化学（离子）方程式的书写；4.控制pH分
步沉淀理论；5.某中间产物的判断；6.实验方法的选择和评价；
7.氧化剂、中和剂、沉淀剂等物质的选择。

（三）化学与人文、社会：1.原料易得、工艺简便；2.副产物
的循环利用；3.化工生产和环境保护。

如2014年江苏高考化学第19题：实验室从含碘废液（除H2

O外，含有CCl4、I2、I
-
等）中回收碘，其实验过程如下：

（1）向含碘废液中加入稍过量的Na2SO3溶液，将废液中的

I2还原为I
-
，其离子方程式为摇摇摇 摇摇；该操作将I2还原为I

-
的目

的是摇摇摇 摇摇。
（2）操作X的名称为摇摇摇 摇摇。
（3）氧化时，在三颈瓶中将含 I

-

的水溶液用盐酸调至pH约为2，缓慢
通入Cl2，在40℃左右反应（实验装置
如图所示）。实验控制在较低温度下
进行的原因是 摇摇摇 摇摇；锥形瓶里盛
放的溶液为摇摇摇 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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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知：5SO3

2-
+2IO3

-
+2H

+
=I2+5SO4

2-
+H2O

某含碘废水（pH约为8）中一定存在I2，可能存在I
-
、IO3

-
中

的一种或两种。请补充完整检验含碘废水中是否含有I
-
、IO3

—
的

实验方案：取适量含碘废水用CCl4多次萃取、分液，直到水层
用淀粉溶液检验不出碘单质存在；摇 摇摇摇摇。

实验中可供选择的试剂： 稀盐酸、 淀粉溶液、FeCl3溶液、
Na2SO3溶液。

试题分析：本题共6个空，第1、2空考查化学反应原理；第3
空考查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分液；第4空考查元素化合物的性
质；第5空考查物质的提纯和净化；第6空考查物质的检验：I

-
、

IO3

-
的检验。
二、高考化学流程题解题基本理念———流程分解理念
化工生产流程题是以化工生产为背景，化工流程为载体，

考查学生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对题目的背景材料
并不熟悉，往往不知道从何入手，影响对所学知识的应用。 笔
者通过对近年试题的分析发现，在化学流程题中，从原料到产
品主要经过这样三个阶段：原料的预处理、原料的净化除杂、
获得产品。

如果我们把化工流程进行合理分解， 就能够把复杂问题
简单化，提高解题的信心和成功的几率。例如2013年江苏高考
化学试题第16题，流程分解如下：

原料的预处理摇摇摇 原料的净化除杂摇摇摇 获得产品
化工流程题中在流程各阶段经常设置的问题主要有：
（一）原料的预处理阶段常设问题：1.增大溶解（浸出）速

率的措；2.提高浸出率的方法。 （二）净化除杂阶段常设问题：1.
氧化剂、中和剂等物质的选择；2.调节pH值，进行分步沉淀。
（三）获得产品阶段常设问题：1.沉淀结晶方法的选择；2.沉淀

洗涤方法的选择及是否洗净的判断。
三、高考化学流程题解题步骤解析
在高考试题中， 给出的化工流程题的背景材料往往是陌

生的、复杂的，甚至有些内容是无用的。面对这些材料，我们如
何快速提炼出有用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除了要求学生
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还要求学
生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 形成良好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应试技
巧。 笔者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针对此类题的解题方法。

（一）认真读题，明确所给的原料，要制取的产品，原料中
的杂质。

（二）粗看流程，大体了解制备原理和方法。
（三）结合问题，返回流程，理解流程的目的，找出关键词

和目的，得出问题的答案。化学工艺流程类试题中常见的关键
词及目的如下：1.灼烧（煅烧）：原料的预处理，将不易转化的
物质转化为容易提取的物质：如海带中提取碘等；2.酸：溶解、
去氧化物（膜）、调节pH促进水解（沉淀）；3.碱：去油污，去铝片
氧化膜，溶解铝、二氧化硅，调节pH促进水解；4.氧化剂：氧化

某物质，转化为易于被除去（沉淀）的离子，如除去Fe
2+
，通常加

入氧化剂（如H2O2）将其氧化成Fe
3+
再调节pH使之沉淀；5.氧化

物：调节pH促进沉淀，如在酸性溶液中可加入CuO，使pH上升；
6.控制pH：促进某离子水解，使其沉淀，利于过滤分离；7.煮沸：
促进水解，聚沉后利于过滤分离；除去溶解在溶液中的气体，
如氧气、氯化氢；8.趁热过滤：减少结晶损失，提高纯度；9.洗
涤：滤液淋洗的目的是减少沉淀的溶解，冷水洗涤的目的是减
少沉淀的溶解，酒精洗涤的目的是减少晶体溶解，容易得到干
燥的沉淀。

（四 ）把所得的答案带回流程中 ，检验答案是否合理 、
准确。

总之，高考化学流程题以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为出发点，以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化学素养为落脚点，考查
内容与《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及《考试说明》都是相呼应的，且
此类题难度适中，区分度明显，因此流程题仍将是未来一段时
间高考化学的必考题型。只要考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善于总
结，夯实基础，掌握方法，在高考中就一定能取得满意的成绩。

生活中，每个人难免会遇到困难，由于心态不同，结果会
大相径庭。 为什么？ 因为心态积极的人遇到困难，会保持乐观
的心态，用“我要！”“我能！ ”“一定有办法”等积极暗示，鼓励自
己，不断前进，从而走上成功之路；心态消极的人，总是挑选容
易的倒退之路，在“我不行了”“还是算了吧。 ”“没什么办法可
做”等的叹息声中，否定自我，犹豫徘徊，最终陷入失败之渊。
因此，一个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他的心态如何。有人说：态度
决定高度；也有人说：成功人士与失败人士差别在于成功人士
有积极的心态。

那么怎样才能使高三学生具有积极的心态呢？ 很重要的
一个方法就是善于利用积极的心理暗示。 高三学生可尝试这
样做。

1.试着自我暗示
每天早晨洗漱时，站在镜子面前，摆出最自信的表情，真

诚地对自己说：“我行。 ”“我正期待着……”“我相信我的实
力。 ”“我一定可以成功的！ 加油！ ”，等等，说这些话的时候最
好是有声地说。 比如在考试时碰到做不出来的题的时候，就

对自己说：“这么难的题目，连我都做不出来，别人自然做不
出来，不用害怕。 ”遇到难题花了很多时间才做出来的时候，
就对自己说：“这么难的题目，居然被我做出来了，这么巧妙
的方法别人肯定想不到，嗯，这下又比别人多拿了十多分。 ”
遇到很简单的题目，很快做出来了，就想：哎呀，这么简单，看
来这次考试我是非考高分不可了。 这不是自欺欺人，是积极
的心理暗示。

2.让想象成为学习的动力
四川一所高三的教室里， 学生自己撰写的高考鼓励语言

是“吾日三省吾身，高乎，富乎，帅乎？ 滚去学习。 ”在紧张的学
习中不失一种动力，一种调侃，一种缓解。 古人说：“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以此督促自己努力学习。我们可以
这样做：在一个安静、安全的环境中完全放松，在脑海中进行
清晰细腻的设想。 比如，想象自己考入了梦寐以求的学府，想
象自己在理想的研究室里做实验， 想象在静谧温馨的图书馆
翻看自己喜爱的书籍，等等。 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人就会有
前进的动力。 经过这样美的想象之后，脑海中会留下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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