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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研究 探究型实验题的题型分析与备考策略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213161 蔡兴锋

一、命题趋势与题型分析

探究性试题具有条件的不完全性，结论的不

确定性，知识的综合性等特点。近年来新课改省

市化学高考命题，主要以考查探究性实验和物质

制备实验为主。这些探究性和制 备性实验的试

题，综合性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紧密，有的还提供

一些新的信息，要求考生必须冷静的审题，联系所学

过的知识和技能，进行知识的类比、迁移、重组，全面

细致的思考才能正确作答。探究性实验题以其创

新、灵活的特点逐渐成为高考命题的热点题型。
1． 探究型实验的一般思路

→ →提出假设 实验探究 得出结论

( 1) 准确地把握实验目的

( 2) 利用已学知识，分析如何实现这个目的

－ 实验原理

( 3) 结合实验材料，初步确定设计对策或思

路 － 实验方案

2． 探究型实验的类型

( 1) 对未知产物的探究

例 1 某学习小组以 Mg ( NO3 ) 2 为 研 究 对

象，拟通过实验探究其热分解的产物，提出如下 4
种猜想:

甲: Mg( NO3 ) 2、NO2、O2 乙: MgO、NO2、O2

丙: Mg3N2、O2 丁: MgO、NO2、N2

( 1) 实验前，小组成员经讨论认定猜想丁不

成立，理由是 。
查阅资料得知:

2NO2 + 2NaOH NaNO3 + NaNO2 + H2O
针对甲、乙、丙猜想，设计如图 1 所示的实验

装置( 图中加热、夹持仪器等均省略) :

图 1

( 2) 实验过程:①仪器连接后，放入固体试剂之

前，关闭 k，微热硬质玻璃管( A) ，② 称取 Mg( NO3 ) 2

固体3． 79 g 置于 A 中，加热前通入 N2 以驱尽装置内

的空气，关闭 K，用酒精灯加热。③观察到 A 中有红

棕色气体出现，C、D 中未见明显变化。④待样品完

全分解，A 装置冷却至室温、称量，测得剩余固体

的质量为 1． 0 g。⑤取少量剩余固体于试管中，加

人适量水，未见明显现象。
( 3) 实验结果分析讨论:①根据实验现象和剩余

固体的质量，经分析可初步确认猜想 是正确的。
解析 丁违背了氧化还原反应的价态规律，

丙中没有出现红棕色气体，根据质量关系可确定

乙是正确的。
点评 本题主要考查筛选和辨别的能力，从

氧化还原角度进行初次筛选，然后从实验现象进

行辨别，同时体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思想。
2． 对物质性质的探究

例 2 为了探究 AgNO3 的氧化性，某化学兴趣

小组设计了如下实验: 将光亮的铁丝伸入 AgNO3 溶

液中，一段时间后将铁丝取出。为检验溶液中 Fe 的

氧化产物，将溶液中的 Ag + 除尽后，进行了如下实

验。可选用的试剂 KSCN 溶液、K3［Fe( CN) 6］溶液、
氯水。( 1) 请完成下表:

操作 现象 结论

取少量除尽 Ag + 后的溶液于试管中，加

入 KSCN 溶液，振荡
① 存在 Fe3 +

取少量除尽 Ag + 后的溶液于试管中，加

入 K3［Fe( CN) 6］，振荡
③ 存在 Fe2 +

【实验结论】Fe 的氧化产物为 Fe2 + 和 Fe3 +

解析 用 KSCN 溶液检验 Fe3 + ，溶液显血红

色，用 K3［Fe( CN) 6］与 Fe2 + 形成普鲁士蓝或者滕

氏蓝检验 Fe2 +。
点评 本题主要要求考生熟知 Fe2 + 和 Fe3 +

的性质。
3． 对反应原理的探究

例 3 某学习小组在研究 CH4 还原 Fe2O3 的

实验中，发现生成的黑色粉末各组分均能被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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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查阅资料得知: 在温度不同、受热不均时

会生成具有磁性的 Fe3O4。为证明黑色粉末是否

含 Fe3O4，某同学设计实验方案如下: 取少量黑色

粉末于试管，加足量盐酸，充分振荡使黑色粉末完

全溶解，滴入 KSCN 溶液，观察现象。请分析此方

案是否可行，并解释原因。
解析 不可行。因 Fe3O4 溶于盐酸生成的

Fe3 + ，与 Fe 反应生成 Fe2 + ，溶液不变红色。或不

可行。因 Fe 粉溶于盐酸生成 Fe2 + ，在振荡过程中，

Fe2 + 被氧化成 Fe3 + ，Fe3 + 与 SCN － 结合，溶液变红。
点评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思维的开放性和严

密性，同时要求学生有较好的规范表达的语言组

织能力。
4． 对实验方案的探究

例 4 柠檬酸亚铁( FeC6H6O7 ) 是一种易吸收

的高效铁制剂，可由绿矾 ( FeSO4·7H2O) 通过下

列反应制备:

FeSO4 + Na2CO 3 FeCO3↓ + Na2SO4

FeCO3 + C6H8O 7 FeC6H6O7 + CO2↑ +H2O
表 1 列出了相关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

的 pH( 开始沉淀的 pH 按金属离子浓度为 1． 0 mol
·L －1计算) 。

表 1

金属离子 开始沉淀的 pH 沉淀完全的 pH

Fe3 + 1． 1 3． 2
Al3 + 3． 0 5． 0
Fe2 + 5． 8 8． 8

( 1) 制备 FeCO3 时，选用的加料方式是

( 填字母) ，原因是 。
a． 将 FeSO4 溶液与 Na2CO3 溶液同时加入到

反应容器中

b． 将 FeSO4 溶液缓慢加入到盛有 Na2CO3 溶

液的反应容器中

c． 将 Na2CO3 溶液缓慢加入到盛有 FeSO4 溶

液的反应容器中

( 2) 某研究性学习小组欲从硫铁矿烧渣 ( 主

要成分为 Fe2O3、SiO2、Al2O3 ) 出发，先制备绿矾，再合

成柠檬酸亚铁。请结合图 2 的绿矾溶解度曲线，补

充完整由硫铁矿烧渣制备 FeSO4·7H2O 晶体的实验

步骤( 可选用的试剂: 铁粉、稀硫酸和 NaOH 溶液) :

向一定量烧渣中加入足量的稀硫酸充分反应，

得到 FeSO4 溶液， 得到 FeSO4·7H2O 晶体。

图 2

解析 ( 1 ) c 避免

生 成 Fe ( OH ) 2 沉 淀

( 2) 过滤，除去二氧化硅，

向 滤 液 中 滴 加 过 量 的

NaOH 溶液，过滤，充分洗

涤固体，向固体中加入足

量稀 硫 酸 至 固 体 完 全 溶

解，再加入足量的铁粉，充

分搅拌后，过滤。( 滴加稀
硫酸酸化) 加热浓缩得到 60℃ 饱和溶液 ，冷却至

0℃结晶，过滤，少量冰水洗涤，低温干燥。
点评 该题是以“柠檬酸亚铁的制备”为载

体而设计的综合性实验探究题。试题以实验加料

的顺序、离子的检验方法、实验条件的控制、实验

原理的理解以及实验方案的设计等方面，综合考

查学生对实验知识、技能、原理和方法的掌握程

度，以及对图表等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应用能力。
尤其是“实验方案的设计”这一问重在考查学生

对完整实验过程和相关原理的理解程度，以及思

维的全面性和缜密性。试题意在引导中学化学教

学重视实验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二、探究型实验题的答题注意点与应对策略

1． 探究实验思维过程( 如图 3)

图 3

2． 探究实验的解答注意点

( 1) 细心审题是关键: 目的、原理要画出。
( 2) 认真分析是核心: ①原理分析 ②材料分

析 ③变量分析 ④结果分析

( 3) 正确表达是保障: 大多数学生有实验思

路，就是拿不到分，因此我们在表达过程中一定要

按格式答题，同时要体现出科学、等量、单一变量

与对照性等原则，提高实验的得分率。
3． 应对策略

( 1) 重视化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复习。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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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化学学科渗透题解题策略*

安徽省无为县教子湾中学 238341 古宏清 王廷虎

学科渗透题是指以“能力立意”为主导，突出

学科内、学科间知识相互渗透的综合类化学试题。
学科渗透题的命题热点是化学与数学中的方

程、方程组、数轴、集合以及函数图像，与物理中的

密度、压强、浮力、电学、物态变化，与生物中的光

合作用、呼吸作用、胃液、血红蛋白，与其他学科中

的基础知识、基本思想方法等知识的相互渗透。
一、化学与数学知识的综合

此类题是把数学里的方程、方程组、数轴、集
合以及函数图像等知识寓于化学计算中。解题的

关键是掌握方程、方程组的解法，理解数轴、集合

的概念和函数图像中关键的点、线等表示的意义。
例 1 ( 2013·潍坊) 图 1 各选项中的实验所

对应的图象错误的是( ) 。

图 1

A． 在有无催化剂时分别用等质量、等浓度的

过氧化氢溶液制取氧气

B． 等质量的 Fe 粉、Zn 粉分别与足量等浓度

的稀硫酸反应

C． 向一定体积和浓度的稀盐酸中逐滴加入

氢氧化钠溶液

D． 向硝酸铜和硝酸的混合溶液中逐滴加入

氢氧化钠溶液

解析 本题将变化过程放入坐标系中进行探

究，使得变化过程图象化，体现了变化的数形结

合，能很好地训练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分析能力。
催化剂只能改变化学反应速率但不能增加生成物

的质量，所以有催化剂的反应快，但二者最终生成

气体的质量相同，A 正确; 等质量的 Fe 粉、Zn 粉

分别与足量等浓度的稀硫酸反应，锌反应速率快，

用的时间少，而铁生成的氢气多，B 错误; 一定体

积和浓度的稀盐酸中逐滴加入氢氧化钠溶液后溶

液逐渐由酸性变为中性，当氢氧化钠溶液过量时

溶液变为碱性，C 正确; 向硝酸铜和硝酸的混合溶

液中逐滴加入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钠溶液先和

硝酸反应生成硝酸钠和水，开始没有沉淀，当硝酸

反应完毕后再和硝酸铜反应生成氢氧化铜沉淀和

硝酸钠，即图像不从原点开始，当硝酸铜完全反应

后就不再产生沉淀，D 正确。答案 B
二、化学与物理知识的综合

此类题是将物理学中的压强、浮力、密度、电
学、物态变化等知识渗透到化学知识中。解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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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究性实验试题涉及化学知识的范围广泛，有关

于化学基本概念原理方面内容的，也有关于元素

化合物知识或有机官能团的性质及反应的。
( 2) 重视复习课本实验基本操作。对于每一

个实验都弄清原理、相关的仪器装置，注重操作细

节，对于每个实验，都要做到: ①怎么做? ②为什

么要这样做? ③如果不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

④还能怎么做? 对实验中所涉及到的重要化学方

程式和重要实验现象均应做到熟练理解和掌握。

( 3) 在对于实验数据及现象的分析、处理过

程中，注重思维的有序性和条理性的训练，对于有

关结论的概括，要用规范的语言来表达。
( 4) 注重发散性思维的训练。化学实验中的

一个实验多种现象，一个实验现象多种原因，一种

仪器多种用途，一种用途多种装置，一种仪器多种

用法，一种物质多种制法，一组物质多种鉴别方法

等问题，都是培养发散性思维能力的好素材。
( 收稿日期: 2014 － 03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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