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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认为思维模式的形成与脑的成熟有

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的进步

中。如皮亚杰将人的思维发展分为了多个阶段，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它

是说人的思维总是会经历从具体物质( 既可以是实

物，也可以是图画、电子模拟等) 向形式运算( 即我们

通常说的抽象思维) 过渡。具体物质或是文字等，对

我们人的刺激不同，我们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实物的

刺激大于图形图表的刺激，图形图表的刺激大于纯

粹的文字的刺激。所以既使是在思维模式已达到形

式运算阶段的高中学生来说，在问题解决中如果能

将符号( 也即纯粹的文字表述) 表征的形式转化成为

图形图表的表征也就更利于学生的问题解决。本文由

几例问题来介绍怎么从符号( 即文字) 表征转化为图

形图表表征从而更有利于学生学会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图形分析应用于无数据计算

例 1 在一个盛有一定质量分数的硝酸银溶

液的烧杯中加入足量的 KI 溶液，振荡充分反应后

所得溶液的质量与加入 KI 溶液的质量相等，试求

原硝酸银溶液的质量分数为多少?

解析 本例是一个无数据计算题。如果学生

拿到试题时仅仅是从字面上来理解题意，想找到相

应的解题方法比较难，因为所给的可用的信息“振荡

充分反应后所得溶液的质量与加入 KI 溶液的质量

相等”与硝酸银溶液的质量分数好象没有太大的关

系，也就导致了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但如果我们将

所给的信息用图 1 的图形来进行表征的话，学生从

图示中能一目了然地找到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

图 1

图 1 中的( 1) 图是烧杯中加入了硝酸银溶液，

( 2) 图中表示了向硝酸银溶液中加入了碘化钾溶液

并假设两溶液不混合，下层是原硝酸银溶液，上层是

碘化钾溶液，( 3) 图是振荡后充分反应，下面黑色部

分是沉淀，上面是反应后的溶液，由图( 2) 与( 3) 的比

较结合题给信息“振荡充分反应后所得溶液的质量

与加入 KI 溶液的质量相等”，即可以很容易地得到

“所得沉淀质量与原硝酸银溶液的质量相等”的解题

策略性信息。然后再根据方程式可知 1 mol 硝酸银

可以反应生成 1 mol 碘化银沉淀，即根据碘化银可以

得到硝酸银的质量，而碘化银的质量又等于原硝酸

银溶液的质量，所以可得原硝酸银溶液的质量分数

就等于硝酸银的质量与碘化银质量的比值，即 170 ÷
235 =0． 723，即原硝酸银溶液的质量分数为 72． 3%。

二、图形表征应用于多解计算

例 2 在一个盛有 200 mL 1 mol /L 的氯化铝

溶液中逐滴加入 1 mol /L 的氢氧化钠溶液，经过

充分反应后得到了 7． 8 g 沉淀，试求向氯化铝溶

液中加入的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是多少。
解析 本题是一个多解计算题。如果是根据

方程式进行运算，首先是向氯化铝溶液中加入氢

氧化钠溶液发生反应:

AlCl3 + 3NaOH Al( OH) 3↓ + 3NaCl
根据化学方程式运算可以得到生成沉淀 7． 8 g 时

所加入的氢氧化钠的质量。由于学生沉浸在得到

成果的喜悦中，容易忽略了本题中的另一个解，即如

果向氯化铝溶液中加入的氢氧化钠先是将氯化铝全

图2

部转化成了氢氧化铝沉

淀，但沉淀超量，再继续

加入氢氧化钠将超量的

部分沉淀利用氢氧化铝

的两性而溶解，从而达

到得到 7． 8 g 沉淀的目

的。如果我们首先将题中的信息再结合氯化铝与氢

氧化钠发生反应的特征用图像表征出来，那么也就

不会导致丢解的错误，同时还可以利用数学中的数

形结合的方法简化解题的步骤。具体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本题中所需要

的氢氧化钠是两解，应用数学方法也就不难看出，

所加入的氢氧 化 钠 的 物 质 的 量 分 别 为 0． 3 mol
和 0． 7 mol，从而也就可以计算出所需的氢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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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基本概念复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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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教学大纲明确指出: “使学生清楚

地、准确地理解基本概念，对于学好化学是十分重要

的。”由此可见，抓好基本概念的复习是提高化学教

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认为，在复习基本概

念时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方可收到较好的复习效果。
一、明确概念之间的关系

概念与概念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关系。认

识这些关系，有助于正确理解概念，有助于准确应

用概念。在初中化学中，涉及到的化学概念可粗

略地分为物质的组成、物质的结构、物质变化、物
质分类、物质体系等几类，但从这些概念间的相互

关系上讲，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衍生关系

这类概念存在从属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一般说来，对具有衍生关系的概念，在理解和

应用上容易出现任意扩大或缩小概念的错误，应注

意纠正。如:“混合物”是指由多种成分组成的物质，

但这些成分只是简单地掺合在一起，各自保持它们

的化学性质，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化合

物”中虽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但组成化合物

的元素是经过化学变化才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化合

物这个概念是从属于“纯净物”的。所以，不能把化

合物视为混合物。但“纯盐酸”是混合物，而不是纯

净物，因为盐酸是氯化氢气体的水溶液，“纯”字在这

里的含义仅指盐酸中不含其它杂质。
2． 对立关系

如溶解与结晶、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化合反

应与分解反应等。这类概念，容易只看到对立的

一面，而忽视统一的一面，复习时可用对比法，切

实弄清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对溶解和结晶的正确

认识应该是: 溶解与结晶总是同时存在的两个过

程，外观上所看到的溶质的溶解或物质的结晶，不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过是溶解速度与结晶速度相对大小不同而造成

钠的体积分别为 300 mL 和 700 mL。
三、图形表征应用于解决平衡移动问题

例 3 一定条件下，在一个容积为 1 L 的容器

中加入 2 mol SO2 和 1 mol O2，在该条件下发生反应

而达到平衡状态，容器中有 SO2 剩余1 mol。试问: 在

平衡后向容器中加入 1 mol SO3，则重新达平衡时

SO3 的质量分数会 ( 填增大或减小或不变)。
解析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SO3 的质量分数会

增大。这是很多的同学易错的试题，因为在学习

中老师一般都会强调，当加入一种反应物平衡会

发生正向移动，加入的这种反应物的转化率降低

而其他反应物的转化率升高; 当加入一种生成物

平衡会发生逆向移动，加入的这种生成物的含量会

增大，而其他生成物的含量会减小。当然也可以简

单得到的是加入了 SO3，反应会逆向进行，所以 SO3

的质量分数会减小的错误结论。
在解决本题时，可以用图形图表的方法来进行

题意的表征。首先，要知道的是在两个相同的容器

中，一个容器中加入 2 mol SO2 和1 mol O2，另一容器

中加入 2 mol SO3，在相同的条件下反应最终达到的

平衡是完全相同的，也即 SO3 的含量相同。在此基

础上，可以用图 3 来进行题意的表征:

图 3

如图两个容器 A、B，A 容器为 1 L，B 容器为

0． 5 L，在 A 容器中加入 2 mol SO2 和 1 mol O2，在

B 容器中加入 1 mol SO3，分别在相同条件下反应

而达到平衡，此时两容器中的平衡是相同的。然

后进行如图示的假想过程，即可将问题迎刃而解。
总之，在进行问题解决时，将符号表征题意转化

成用图形图表来表征题意，对我们大脑的刺激会更

为强烈和敏感，可以调用我们已有的知识和问题解

决策略，从而帮助我们更为顺利的进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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