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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同分异构体的推导与判断，是高中有机化学教学的重

点和难点。虽然同分异构体的知识在高中化学教材中只占很少篇

幅，但它贯穿于高中有机化学的始终。同分异构体知识起点低，

但综合性强，难度大。从有机物结构、性质的推导，直至计算，

无不与同分异构体的知识紧密相连。因此，通过对同分异构体的

书写，不但可以考查学生对于同分异构的概念理解，更提升了学

生对于有机化学的综合理解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突破同分异构体的难关？笔者通过对

高考考试大纲的研究，结合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个人做了一些

有益的探索，与同行共勉。

一、明确考纲要求

1、课标内容

（1）了解有机物存在同分异构现象的原因，理解有机物碳架

异构、官能团类别异构、官能团位置异构等现象，知道存在立体

异构（顺反异构、对映异构）现象。（2）通过对典型实例的分

析，了解有机化合物存在异构现象是有机化合物种类繁多的原因

之一。

2、能力要求

（1）了解有机物数目众多和异构现象存在的本质原因。碳原

子彼此链接的可能形式。（2）理解同分异构的概念，能够辨认和

列举同分异构体。

二、高中阶段常见同分异构的类型

有机物产生同分异构体的本质在于原子排列顺序不同，在高

中阶段主要指下列几种情况：

1、碳架异构（指碳原子之间连接成不同的链状或环状而造

成的异构）；

2、位置异构（指官能团或取代基在碳架上的位置不同而造

成的异构）；

3、类别异构（指有机物分子中的官能团不同或有机物类别

不同而造成的异构，也称官能团异构）。具体详见表1 ：

表1
组成通式 可能类别 典型实例

CnH2n 烯烃  环烷烃

CH2=CHCH3

CnH2n-2 炔烃  二烯烃 环烯烃 CH2=CHCH=CH2

CnH2n+2O 醇  醚 CH3CH2OH
CH3OCH3

CnH2nO
醛  酮  烯醇
环醚  环醇

CH3CH2CHO
CH3COCH3

CH2=CHCH2OH

CnH2nO2
羧酸  酯

羟基醛  羟基酮

CH3COOH
HCOOCH3

HOCH2CHO

CnH2n-6O
酚  芳香醇
芳香醚

H3CC6H4OH
C6H5CH2OH

C6H5OCH3

CnH2n+1NO2
硝基烷烃
氨基酸

CH3CH2NO2
H2NCH2COOH

Cn（H2O）m 单糖或二糖
葡萄糖与果糖（C6H12O6）
蔗糖与麦芽糖（C12H22O11）

4、其它异构（如顺反异构，对映异构等）在信息题中给出，

不直接考查。

三、同分异构书写技巧

1、减碳法

此法主要适用于链烃同分异构体的书写。首先需要判断烃的

种类，如为饱和烃，即可使用此法：碳链由长到短，支链由整到

散，位置由心到边，排布由邻到间。

例1 ：请写出分子式为 C7H16的所有同分异构体

析：根据减碳法依次写出如下9种结构简式：

 ；
； ； 

； ；
； ；

；
2、等效氢法
此法主要适用于官能团（包括取代基）位置异构的同分异构

体的书写。规律如下 ：①同一碳原子上的氢原子等效 ；②同一碳

原子上的甲基（-CH3）氢原子等效；③处于对称位置上的碳原子

的氢原子等效。

例2 ：（2013理综浙江卷）29题（5）写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的 F 的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________（写出3种）①属于酚

类化合物，且苯环上有三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原子，②能发生银

镜反应。

析：由题意可直接得知 F 的分子式为 C7H6O3，计算不饱和

度为5，苯环含有4个不饱和度，醛基含有1个不饱和度，恰好

满足条件，因此同分异构体只考虑各类官能团的位置异构。因能

发生银镜反应，必有 -CHO，可考虑将 作为母体，剩余2个 -OH

作为取代基，从而推出以下三种同分异构体：

  

当然 F 的同分异构体种类不止上述三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自己推导。

3、取代基异构法

此法主要针对于官能团异构的同分异构体书写，例如醇与醚，

醛与酮，酸与酯等，详见表1。
例 3 ：（2014全国理综 天津卷）8题（3）含两个 -COOCH3

基团的 C 的同分异构体共有 _______ 种（不考虑手性异构），其

中核磁共振氢谱呈现2个吸收峰的异构体结构简式为 _________。

析：由题意直接得到 C 的键线式为 ，此有机

物中包含2个 -COOH，而题目要求我们写出的是含有2个 -COOCH3

基团的同分异构体，明显为官能团异构。而C的分子式为（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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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分异构是高中有机化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近几年化学高考的有机部分，每年必考，在可预见的未来，同分异构体

的判断与书写仍将是高考的热点和重点。本文通过列举高中有机化学中的同分异构现象以及书写技巧，与同行交流，以期待更好的解

决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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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C7H12O4，除去2个-COOCH3基团后，还剩下3个碳原

子，此时同分异构体种类呼之欲出： ，

， ，  （为了方便，

有些碳原子和氢原子已省略）。其中最后一种即为核磁共振氢谱

呈现2个吸收峰的同分异构体。

4、插入法

此法与上述各法相比有如下特点：①方法简单，便于掌握和

应用；②速度快，准确性高 ；③应用范围广，方法类似。具体步

骤如下：第一步，抽出官能团或其中某部分，烯烃为双键，炔烃

为叁键，醇、醚、酚为“—O—”，醛和酮为“—CO—”，羧酸

和酯为“—COO—”。第二步，剩下的碳链写出同分异构体，并

利用对称的方法判断出同分异构体中的等效氢键和碳碳键的个

数。第三步：不同位置插入官能团或其中某部分。

例4 ：请写出 的酯类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

（要求：分子中含有苯环）。

析：如果以—COO—为插入基团，含有苯环的分子式为

C7H8的有机物的结构简式为 ： 。如果把—COO—插入

到 中有：⑴插入到碳氢键中，必须让羰基与氢原子链

接，分别插入甲基的碳氢键中或者插入甲基处于邻位、间位、对

位的苯基碳氢键中，一共有4种。⑵插入碳碳键中，一共2种。

得出酯类的同分异构体为：

， ， ，

， ，

四、结语
总之，同分异构现象是有机物种类繁多的原因之一。在书写

和判断的过程中，不仅考查了学生对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的掌握，

同时也考查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故在目前的新课程改革注重

综合素质的考查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这部分内容仍是近年高考

命题的热点。通过对高考大纲和典型例题的分析，总结以上方法，

为学生更好的解决此类问题，以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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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了转变学生学习

方式的任务，提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的学习，

培养学生形成新的学习方式。我们立足学生实际，以“学习单”

为载体转变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

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1. 课前学习，提供自学空间

课前学习，不但可以缩短学生在学习上的差距，使其在课堂

上显得更自信，更有勇气，而且可以让学生自己摸索出一条学习

的路径，积累一些自学的方法。我们课前以“学习单”引领学生

进行有方向性的独立自学，给所有的学生留有充分的探究空间，

让每位学生都有体现自己自习的能力。

我们分学科、年级设计出“单元主题目标”、“单元学习单”、“课

时学习单”。“课时学习单”主要包括“学习目标”、“新知探究导

航”、“检测自我”、“我的困惑”、“课后延伸”等栏目。我们以“课

时学习单”为先学的指南，引领学生动手操作、收集资料、主动

看书或网络阅读、查阅资料等，把对知识的理解融入生活或其他

知识领域，充满挑战性、趣味性和探索性，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经过实践，学生们的独立自主学习能力得以不断提升。

2. 课堂学习，提供互学空间

课堂学习是建立在学生课前学习的基础上，教师通过“学习

单”了解学生自学的情况，在课上抛出汇报交流的话题。课堂上，

教师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在组内交流互学，抽取小组汇报

展示。通过讲解、质疑、讨论、评价等方式，让学生自行解决在

自学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让已会的学生来教不会的学生，促使

组与组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合作、互相帮助，达到“兵”

教“兵”的目的。而教师只是解决那些学生个人和群体经过努力

还无法自主解决的问题或对知识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位的问题。同

时，我们还采取小组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组建学习小组，实行

捆绑式平价，增强小组团队的凝聚力，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实现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交往与沟通，做到了真正

的“以生为本”。而教师只是学生学习中的“导航仪”。

3. 课后学习，提供拓学空间

课后学习是学生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巩固新

知识，形成技能技巧，培养良好思维品质，发展智力，开拓创新

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以“学习单”的“课后延伸”板块，引领

学生在课前学、课堂学的基础上，参阅与教材内容有关联的课外

读物、网络、材料、背景，在拓展知识视野的同时，又促进学生

更好地理解教材中的内容。我们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后学的过程中

遵循“因人而异“的原则，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课后学习要

求。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小组长的作用，采取“兵检兵”、“优

检弱”的方式，对学生的课后学习效果进行检查、反馈，促使学

生养成课后主动学习的习惯，这样既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又

减轻了教师的工作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几年来，教师们在运用“学习单”的探索与实践中，突出了

教师的主导作用，为学生选准了学习的突破口，为课堂确定了合

适的聚焦点，营造了民主、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得以不同程度地提升，形成了“我要学”、“我会学”的

学习格局，教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运用“学习单”提高有效课堂教学
贾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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