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学 探 讨  

 318 《读写算》2014 年第 24 期 

巧解有机化学计算题 
 

杨思义 
（湖北省麻城市第五中学单位   湖北 麻城   438329） 

 

摘  要：读写任务型写作是近年来高考出现的新题型，主要考查篇章概括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典型的读与写的结合。

本文对如何有效提升高中生在高考中的读写任务型写作能力提出了实践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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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基础是中学化学的一个重要选修模块，它涉及到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学好有机化学基础就显得非常重

要，经过多年的教学，我归纳出如下几种巧解有机化学计算题

的方法： 

一、平均值法 

常见的给出平均值的量有相对原子质量、式量、密度、溶

质的质量分数、物质的量浓度、反应热等。所谓平均值法就是

已知混合物某个量的一个平均值，要用到平均值确定物质的组

成、名称或种类。该方法的原理是：若两个未知量的平均值为

a,则必有一个量大于 a,另一个量小于 a，或两个量均等于 a。 

例 1.    某混合气体由两种气态烃组成。2.24L 该混合气

体在空气中燃烧后，得到 3.584L CO2(气体已折算为标准状况)

和 3.6 克水，关于该混合气体的组成，下列说法中合理的是： 

A 一定是甲烷和乙烯的混合物 

B 一定含甲烷，不含乙烯 

C 一定含有乙烯，不含甲烷 

D 一定是甲烷和乙烯的混合物 

解析：n（气）=0.1mol  n(CO2)=0.16mol  n(H2O)=0.2mol ，

故混合气体的平均分子式为 C1.6H4 ，据 C 原子个数知，一定

存在 CH4；据 H 原子个数知，另一个分子 H 原子个数为 4 个，

故一定无 C2H6。 

答案：B 

练习、2L 乙烷和乙烯的混合气体，通过足量的溴水后，体

积变为 1L，则原混合气体的密度是相同状况下氢气密度的 

A  15 倍    B  14.5 倍    C  14 倍    D  15 倍 

二、十字交叉法 

已知两种物质混合，且有一个平均值，求两物质的比例或

一种物质的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均可用十字交叉法求解。这

种解法的关键是通过十字交叉得到的差值的比值的含义如何

确定。 

例 2.一种气态烷烃和一种气态烯烃，它们分子里的碳原子

数相同。将 1.0 体积的着用混合气体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生成

2.0 体积的 CO2 和 2.4 体积的水蒸气（气体体积均在同温同压

夏测定），则混合气体中烷烃和烯烃的体积比为： 

A  3:1    B  1：3    C  2：3    D  3:2 

解析：根据阿伏伽德罗定律，相同状况下，气体的体积之

比等于物质的量之比，可知 1.0mol 混合烃充分燃烧后生成

2.0molCO2 和 2.4molH2O，则混合气烃的平均分子组成为

C2H4.8。又知烷烃和烯烃分子里的碳原子数相同，可以判断它

们分别是 C2H6 和 C2H4。无论 C2H6 和 C2H4 以怎样的体积比

混合，它们的平均碳原子个数都是 2.因此符合题意的烷烃和烯

烃的体积比，将由它们分子里所含的氢原子个数决定。可用十

字交叉法求解： 

C2H6    6 ↘      ↗0.8 

              4.8           
3

2

2.1

8.0
     

C2H4    4 ↗      ↘1.2 

答案：C 

练习、乙烷和乙烯的混合气体 1.5L 完全燃烧需相同状况下

的 O25L，求乙烷和乙烯的体积比。 

三、比例法 

利用相同状况下燃烧产物 CO2 和 H2O 的体积比可确定碳、

氢原子最简整数比；利用相同状况下有机物蒸汽、CO2 和 H2O

的体积比可确定一个分子中含碳、氢、氧原子的个数。若有机

物为烃，利用前者可确定最简式，利用后者可确定分子式。 

例 3.某烃完全燃烧时，消耗的氧气与生成的 CO2 的体积比

为 4:3，该烃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不能使溴水褪色，

该烃可能的分子式为 

A  C3H4    B  C7H8    C  C9H12    D  C8H10     

解析：烃燃烧产物为 CO2 和 H2O，有质量守恒定律知二

者所含的氧原子之和应与消耗的氧气相等。若消耗 4molO2，

则生成 3molCO2，生成的水中含氧原子：8mol－6mol=2mol 即

生成 2molH2O，故 N（C）：N（H）= n(CO2):n(H2O)=3：4。因

不知烃的式量，由此只能写出最简式 C3H4，则 A 和 C 符合该

最简式，又由题意知排除 A。 

答案：C 

练习 1、某有机物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生成等物质的量的

水和二氧化碳，则该有机物必须满足的条件是 

A  分子中 C、H、O 的原子个数比为 1:2:3 

B  分子中 C、H 的原子个数比为 1:2 

C  该有机物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28 

D  该分子中肯定不含氧原子 

练习 2、取有机物 A3.0g，完全燃烧后生成 3.6g 水和标准

状况下 3.36L CO2，已知该有机物的蒸汽对氢气的相对密度为

30，求该有机物的分子式。 

四、差量法 

解题时根据化学方程式求出一个差量，由题目已知条件求

出另一个差量，然后根据题意列出比例式求解，解完后应将答

案代入检验。 

例 4.常温常压下，20ml 某气态烃与同温同压下的过量氧气

70ml 混合，点燃爆炸后，恢复到原来状况，其体积为 50ml，

求此烃可能有的分子式。 

解析：此题已知反应前后气体体积，可用差量法求解。因

题目未告诉烃的种类，故求出答案后，要用烃的各种通式讨论

并检验。 

设烃的分子式为 CxHy，则 

CxHy+（x+ ）O2→xCO2+  H2O(液) △V（下转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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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课堂中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实践与思考 
 

白日红 
（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中心校   吉林 永吉   132100） 

 

摘  要：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就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

习惯。良好习惯一旦养成后确实拥有巨大的力量。但是目前农村大部分学生由于家长在外务工，而得不到足够的指导

和帮助，因此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了如何在课堂中培养学

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实践与思考。 

关键词：习惯，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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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曾经说过“孩子成功教育从好习惯培养开始”。 良好

的学习习惯是非智力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重要手段，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生的学习就谈不

上轻松、快乐，导致其不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学习成绩不理

想。而课堂，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阵地。因此，课堂中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如何让自己的学生

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每一位老师一直困惑并研究的，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与思考，对此又有了几点新的认识。 

一、要细心观察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有不良的学习习惯，要及时地引

导；一有好的习惯，就要及时肯定。如：在学生朗读时，坐姿

不端正或态度不认真，老师就要及时用正面的榜样去引导。例：

“刚才在你们朗读时，老师发现有一位同学朗读的特别认真，

书本捧得端端正正的，身子坐地毕恭毕敬的，眼睛仔细地看着

书本，朗读的声音非常动听，大家能像他那样十分投入的用心

读课文吗？”学生齐刷刷的坐好双手捧书开始读了。另外，像

写字的习惯、发言的习惯等课堂常规习惯，教师都要留心观察、

不放过学生学习习惯上的每一处细微表现。 

二、要耐心培养，坚持不懈 

学生的学习习惯一时改不过来，几次正面教育之后还难以

纠正，老师可不能因此而影响了情绪，要利用自己的机智变换

引导的话语。如，有的学生没有评价的习惯，当老师请他们评

价同学的发言时，个别学生只会用“好”或“坏”去评，教师

可灵机一动，说：“在你刚才听得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他的

一个词或一句话说得极好，你可以夸夸他！”这下，站起来参

与评价的学生就多了。当我们接到一个习惯较差的班级，或是

面对一群刚入学的新生，培养语文学习习惯时，若没有耐心，

工作起来必定事倍功半。 

三、要明确目标，树立榜样 

在课堂上，教师要向学生十分明确的透露出对良好习惯的

赞赏、钦佩，给学生的行为习惯以导向，让学生从心底自发地

养成良好习惯。教师可以用以下导向性的语言进行评价，在评

价中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例如：“你那么专心的听

老师说话，我感到很高兴，你有那么认真的听同学的回答，我

感到更高兴。” 

四、明确做法，要求具体 

教师在课堂上的要求一定要具体，清楚，要让学生明确我

到底该做些什么。比如，严厉的大声喊“坐好”就不如温柔的

说“把书合上，手放在桌沿，看老师。”等。 

五、抓住契机，善于利用 

当同学表现出不好的习惯时，教师要善于利用，让所有同

学都知道他哪里做的不对，应该怎样做。例如：有位同学在做

第三题时，还在看第二题，如果严厉批评他自己就不如问全体

同学，他那里做错了，我们应该怎样做。”那样，受教育的就

不知识他自己了。 

要想在课堂这个主阵地培养好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必须

利用点点滴滴的小事、细节去引导教育学生，化暴雷为绵绵细

雨，一步一步牵引学生完善自己的习惯，让其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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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之得 y=4 

讨论：分子中氢原子数为 4 的气态烷烃是 CH4，气态烯烃

是 C2H4，气态炔烃是 C3H4。 

经检验知 C3H420ml 完全燃烧需 O2 的体积大于 70ml，与

题意不符，应舍去。故此烃可能有的分子式是 CH4 或 C2H4。 

练习、25°C 和 101kpa 时，乙烷、乙炔和丙烯组成的混合

气体 32ml 与过量的氧气混合并完全燃烧，除去水蒸气，恢复

到原来的温度和压强，气体总体积缩小了 72ml，原混合烃中乙

炔的体积分数为： 

A  12.5%    B  25%    C  50%    D  75%

                                                                                                                 

（上接第 319 页）生这种“反过来想一想”的能力。在课堂中

我们可以给他们讲一些科学家从反方向思考，并提出问题，从

而获得重大发现的例子，作为他们思维的范例，并且在授课和

做习题的过程中，提问学生从反方向思考问题会有什么结果，

从而使学生养成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提高提出问题的能

力。 

质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积极思维的过程，是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只要我们以饱满的创

造热情去积极探索思考和想象，我们的创造思维就会时时充满

活力，我们的创造实践就会硕果累累。素质教育不仅要重视传

授知识，更要重视学习方法，尤其要重视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

只有这样才是抓住了素质教育的核心，现代基础教育才有蓬勃

的生机，才能真正提高质量，培养出大批高素质有竞争力的优

秀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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