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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方程式》一章在初中化学全书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通过本章，不仅完成了化学用语的

教学，使学生学会用化学方程式来表示物质之间

的化学变化，而且开始从量的方面研究物质的化

学变化。可以说，本章的教学质量，对全部初中化

学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授完新课后，

如何组织学生有效复习，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总结

提高、巩固加深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下面谈的是

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供同行参考。
一、归纳整理，形成基点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知道白磷燃烧前后质

量测定的实验、氢氧化钠溶液与硫酸铜溶液反应

前后质量测定的实验、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的

过程、碳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书写化学方

程式的原则、加热 5． 8 g 氯酸钾可以制取多少克

氧气的解题步骤、实验室制取 10 g 铜需要氢气还

原多少克氧化铜的解题格式等内容。由于这些内

容杂乱而零散，因而有必要引导学生进行综合、归
纳和分类，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知识点( 基点) 。这

样，既能使所学的知识更加巩固和完善，又能使所

学的知识条理化。
二、强化主线，突出重点

化学方程式既是本章学习的重点，也是本章

复习的重点。复习时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强化主线知识( 化

学方 程 式 的 概 念→意 义→书 写 原 则→书 写 步

骤) ，着重复习好以下知识。
1． 化学方程式的概念

用化学式来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子，叫做化学

方程式。
2． 化学方程式的意义

( 1) 表示了化学反应中的反应物和生成物;

( 2) 表明了该化学反应进行的条件;

( 3) 表示了各物质之间的质量关系，即各物

质之间的质量比。
3． 书写化学方程式的原则

( 1) 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决不能凭空设

想或无中生有;

( 2) 必须遵守质量守恒定律，式中反应前后

各原子的总数必须相等。
配平时，只能改变化学式前面的化学计量数，

不能改变化学式本身。
4． 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的步骤

以碳在高温时还原氧化铁为例。
步骤 1:

写出化学方程式左、右各物质的化学式。
Fe2O3 + C———Fe + CO2

步骤 2:

两边先配平，中间连“=”号。
2Fe2O3 + 3C 4Fe + 3CO2

步骤 3:

热、压、催化剂，条件要注清。

2Fe2O3 + 3C
高温

4Fe + 3CO2

步骤 4:

生成气、沉淀，箭号( ↑、↓) 表分明。

2Fe2O3 + 3C
高温

4Fe + 3CO2↑
三、深入剖析，解开疑点

疑点一 如何正确理解质量守恒定律

质量守恒定律的内容是: 反应物的质量总和

等于生成物的质量总和。
1． 何为反应物

即参加反应的物质。如果一定量的某物质全

部参加反应，则一定量的这种物质是反应物; 如果

一定量的某物质只有部分参加反应，则参加反应

的部分是反应物，未参加反应的部分不属反应物。
2． 何为生成物

即反应生成的物质。一定量的某物质尽管和

某生成物同属一种物质，但由于它不是通过该反

应生成的，因而该一定量的物质仍不属生成物。
3． 何为质量总和

若反应物 ( 或生成物) 只有一种，则反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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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生成物) 的质量总和就是这种反应物( 或生成

物) 的质量; 若反应物( 或生成物) 不只一种，则所

有参加反应的物质质量相加即为反应物质量总和

( 或所有生成的物质质量相加即为生成物质量总

和) 。
4． 为何在化学反应中质量守恒

从原子和分子的观点来看，化学反应的实质

就是反应物分子破裂，所含各原子结合生成新的

分子。由于原子的种类、数目和质量没有变化，

因此，在 化 学 反 应 前 后 各 物 质 的 总 质 量 必 然

相等。
疑点二 如何配平较复杂的化学方程式

用观察法配平较复杂的化学方程式一般可从

以下三方面着手。
1． 从含元素原子 ( 或原子团) 最多的化学式

着手

例如

Fe2 ( SO4 ) 3 + KOH———Fe( OH) 3 + K2SO4

以 Fe2 ( SO4 ) 3 为标准，推知 Fe( OH) 3、K2SO4

前面的化学计量数分别为 2 和 3，进而推得 KOH
前面的化学计量数为 6。如下式:

Fe2 ( SO4 ) 3 + 6KOH
2Fe( OH) 3↓ + 3K2SO4

2． 从反应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元素着手

例如，FeS2 + O2———Fe2O3 + SO2。
氧元素出现次数最多，且 Fe2O3 中氧原子个

数为奇数，因而 Fe2O3 前面配化学计量数 2。然

后依次配化学计量数: FeS2 为 4，SO2 为 8，O2 为

11。
如下式:

4FeS2 + 11O 2 2Fe2O3 + 8SO2

3． 从容易看清楚数量关系的元素着手

例如，Al + Fe3O4———Fe + Al2O3。
在铝、铁 和 氧 出 现 次 数 相 等 的 情 况 下，以

Al2O3 中的氧为标准，在化学式前面配化学计量

数 4，然后再配 Fe3O4、Al 和 Fe 前面的化学计量

数，它们依次为 13、8 和 9。
如下式:

8Al + 3Fe3O 4 9Fe + 4Al2O3

四、编织网络，排除难点

本章正文 分 为 三 节。第 一 节《质 量 守 恒 定

律》，引导学生从量的方面去研究化学反应的客

观规律。第二节《化学方程式》，讲了书写化方程

式的原则、方法和步骤，说明了化学方程式所代表

的意义。第三节《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是从

量的方面研究物质化学变化的方法。这三节教材

内容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各知识点间联系紧密、关
系复杂。显然，帮助学生理顺关系、找出联系，形

成能纳入学生认知结构的知识网是本章复习的难

点。
可引导学生从分析各节教材内容之间的联系

人手，编织出如图 1 所示的知识网。

图 1

五、设置练习，训练考点

为了训练学生运用概念、定律解答实际问题

的能力，训练学生书写和运用化学方程式的能力，

以及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的能力，有必要在以上

复习的基础上，设置练习，组织学生训练。
教师在设置练习时要精选有代表性、有思考

性且有一定难度的习题，要注意围绕考点、结合学

生认识上的疑难点设置练习。
六、检测反馈，堵塞漏点

为了了解学生对所学内容理解和掌握的全面

性，书面表达的准确性，化学计算的熟练程度，灵

活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在学生学完本章后，应

进行单元检测。通过反馈，找出学生在知识上和

能力上的不足，查出教学上的漏点。然后进行补

缺矫正，以堵塞漏点。
( 收稿日期: 2015 － 0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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