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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课改的深入推进，“通过教学，我

们不仅要让学生获得一定的知识，更要培养学生

的能力。”这已成为教师的共识。在具有选拔性

任务的中考中，命题者往往会设计一些带有隐含

信息，即有“陷阱”的非常规性试题，这些试题旨

在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当

学生面对这类试题时，极易陷入“陷阱”中。这就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合理运用教学策略，提高学生

的跃“阱”能力。下面，笔者就自己的教学实践谈

一些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概念型“陷阱”
所谓概念型“陷阱”是指命题人针对学生容

易忽视的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重要概念，设置一

些容易出现的错误，干扰学生的正确答题。
例 1 某物质经检验只含有一种元素，则该

物质属于下列的( ) 。
A．单质 B．化合物 C．混合物

D．可能是单质，也可能是混合物

本题“陷阱”: 单质、化合物的概念。
解析 很多学生在学习单质、化合物的概念

时，往往只记住两者的区别是“是否由一种元素

组成”，而忽略了单质、化合物都必须是“纯净物”
的前提，从 而 陷 入“陷 阱”中。本 题 正 确 选 项

为 D。
例 2 下列物质俗名、化学名称、化学式表示

同一种物质的是( ) 。
A．干冰、水、H2O
B．纯碱、氢氧化钠、NaOH
C．熟石灰、氢氧化钙、Ca( OH) 2

D．小苏打、碳酸钠、NaCO3

本题“陷阱”: 相似的名称和化学式。
解析 很多化学物质的俗称从中文上看，有

许多相似之处，如“干冰”与“冰”，“纯碱”与“烧

碱”，“苏打”与“小苏打”等。从字面的理解上，

“纯碱”也往往让人理解为碱类物质。有些化学

式也容易出现错误，如“Na2CO3”写 作“NaCO3”
等。本题正确选项为 C。

教学策略 要防止学生陷入概念型“陷阱”
中，教师应加强概念的教学。要提醒注意概念中

关键字词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深刻领会概念的涵

义，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针对现在的学生实

际，将预习、记忆过关检测、变式训练、类比归纳等

方法结合起来，就会获得理想效果。
二、条件型“陷阱”
所谓条件 型“陷 阱”，就 是 指 命 题 人 在 命 题

时，将试题中的一些化学条件进行隐藏或者设置

一些干扰判断的多余条件，当学生审题时稍一粗

心，就会陷入“陷阱”中，从而不能正确全面的利

用解题信息获得答案。
例 3 在 pH = 0 的溶液中，下列离子可以共

存的是( ) 。
A．Ba2+、CO2－

3 、K
+、Cl－

B．Na+、Mg2+、NO－
3、SO

2－
4

C．Na+、K+、NO－
3、CO

2－
3

D．Mg2+、OH－、NH+
4、Cl

－

本题“陷阱”: pH= 0。
解析 解答该题时，学生往往会忽视“pH =

0”的条件，直接考虑选项中的四种离子是否满足

共存的条件，从而得出错误答案 B、C。而“pH =
0”隐含溶液中还有 H+ 的存在，它与 CO2－

3 是不能

共存的，所以该题的正确答案应该为 B。
例 4 只用紫色石蕊试液就可将三种溶液区

分开的有( ) 。
A．NaCl、H2SO4、NaOH
B．NaOH、MgSO4、KNO3

C．MgCl2、HNO3、NaCl
D．BaCl2、Ba( OH) 2、KNO3

本题“陷阱”: 隐含条件 NaOH 可将 MgSO4 和

KNO3 鉴别出来。
解析 鉴别题的一般思考方法是利用一种物

质跟需要鉴别的物质分别反应，如果各反应的现

象不同，则可将各物质区分开来。所以本题中只

有 A 组的三种物质与紫色石蕊反应呈现三种不

同现象，得出 A 的答案，而选项 B 中隐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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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被学生忽视，通过紫色石蕊可将 NaOH 鉴

别出，接下来利用 NaOH 与剩下的 MgSO4、KNO3

反应，可将两者区分。故本题正确答案应为 A、B。
这种题型还有另一种设“陷阱”形式，就是题目变

为“利用紫色石蕊试液可将三种溶液一次性区分

开来的有”，“陷阱”变成了“一次性”，在这种情况

下题目的正确答案为 A。
教学策略 要帮助学生跃过条件型“陷阱”，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加强思维训练，提高学生全面

考虑问题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审题

方法，如让学生在审题时对关键字词进行勾画，重

点剖析和关注，防止遗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注意

挖掘题目中可能存在的隐含条件，从而获得解题

的有用信息。只有让学生养成细心审题，周密思

考的好习惯，才能顺利跃“陷阱”。
三、数学型“陷阱”
所谓数学型“陷阱”就是指命题人误导学生

仅仅从数学的方式和习惯上去考虑问题，求出答

案，表面上看完全符合数学逻辑，而其实忽视了化

学学科的特点，解决化学问题要带着化学思想去

思考，数学只是解决化学问题的一种工具。
例 5 已知 20℃ 时氯化钠的溶解度为 36 g，

20℃时，将 20 g 氯化钠放入 50 g 水中充分溶解，

则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 。
A．28．6% B．36% C．20% D．26．5%
本题“陷阱”: 溶解度的概念。
解析 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本题应该这样

求解: 溶 质 的 质 量 分 数 = 溶质的质量
溶液的质量

× 100% =

20 g
20 g+50 g

×100% = 28．6%。解答该题，不仅要正

确运用数学方法，更要理解溶解度的含义: 20℃时

氯化钠在 100g 水中最多只能溶解 36g，也就 是

50g 水 中 最 多 能 溶 18g，所 以 该 题 的 正 解 为

18 g
18 g+50 g

×100% = 26．5%。

例 6 将 5 g 某物质充分溶于 95 g 水中，所得

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 。
A．大于 5% B．等于 5%
C．小于 5% D．以上均有可能

本题“陷阱”: 5 g 某物质。

解析 按照数学逻辑，很容易得出答案 B。
而从化学的角度来看，则复杂得多: 某物质可能含

结晶水也可能不含; 物质溶于水中可能反应也可

能不反应，反应后的生成物溶解性也不一样等等。
所以该题的正确答案应为 D。

教学策略 要防止学生陷入数学型“陷阱”
中，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化学基础知识

的教学，更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化学思想，养成用化

学的眼光看待和思考化学问题。
四、方法型“陷阱”
所谓方法型“陷阱”，就是指命题人在考题中

设置一些干扰因素，让学生选择错误的方法得出

错误的结论，或者选用不恰当的方法费时费力得

出结论，甚至有些题目从表面上看，缺少条件，用

常规方法无法解答。
例 7 铁、镁两种金属粉末 4 g 与溶质质量分

数为 19．6%的稀硫酸若干恰好完全反应，将反应

后所得溶液蒸发得到固体 13．6 g。求反应中生成

氢气的质量。
本题“陷阱”: 利用数学方法列方程组解答。
解析 根据化学方程式，利用数学中列方程组

的方法可以解出该题: 设铁的质量为 x，则镁的质量

为 4 g－x，另设 FeSO4 的质量为 y，则MgSO4 的质量为

13．6 g－y，根据两个反应，可列出两条关系式，求出正

确答案。运用这种方法比较繁琐且容易出错，该题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利用质量守恒中的元素守恒定

律，方便快捷地求出答案: 参加反应的铁、镁的质量

等于生成的固体中铁镁元素的质量，硫酸中氢元素

的质量等于生成的氢气的质量。故 13．6 g 固体中

SO2－
4 的质量为 9．6 g，由 H2SO4 中氢元素与 SO2－

4 的质

量比 2 ∶96 得出氢气的质量为 0．2 g。在该题中如果

将两种金属变为三种金属，那用数学方法将无法解

答，必须运用元素守恒的方法才能方便的解出。
教学策略 要帮助学生避开方法型“陷阱”，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做到: 1．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

体，以学定教”的新课改理念。2．注重学生发散思

维的训练，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变通性。3．
加强针对性练习，做好一题多解和变式训练。4．
指导学生多做解题过程的分析，加强方法的指导

和总结归纳。
( 收稿日期: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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