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止思维定势 消除不良影响
———浅谈常见的不良思维定势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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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定势是指人们习惯于用某种固定的方式

去考虑问题的思维倾向。思维定势对解决问题有

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不良的思维定势容易

把学生引入歧途，产生错误。下面，笔者对化学中

常见不良思维定势的成因及其应对策略做个简单

地探讨，希望能抛砖引玉。
一、因题目似曾相识而产生思维定势

学生在考试中总会遇到一些似曾相识或很熟

悉的题型，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其结果必然

是差之毫厘，缪之千里。

图 1

例 1 最近科学家发现

一种由钛原子和碳原子构成

的气 态 团 簇 分 子，如 图 1 所

示。顶角和面心的原子是钛

原子，棱的中心和体心的原子

是碳 原 子，则 它 的 化 学 式 是

( ) 。
A． TiC B． Ti5C7 C． Ti14C13 D． Ti13C14

定势错解 利用均推法，计算出 Ti 原子与 C
原子的个数比为: ( 1 /8 × 8 + 1 /2 × 6) ∶ ( 1 + 1 /4 ×
12) = 1∶ 1，因此选 A。

错误剖析 学生平时习惯了利用晶胞图推断

晶体化学式，没有注意题中明确图中所表示的是

团簇分子，而不是晶胞，于是产生了思维定势，直

接利用均推法解题，从而造成错解。
正确解法 只要数出 Ti 原子和 C 原子个数

即可。由图可知，分子中有 14 个 Ti 原子和 13 个

C 原子，因此，该分子的化学式为 Ti14 C13，正确答

案是 C。
应对策略 准确理解题意是正确解题的根本

前提，学生平时就要养成认真审题的良好习惯。
考试中，往往越熟悉的题目越危险，学生越要认真

对待，越要咬文嚼字仔细推敲，弄清题意。同时，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运用变式训练，让学生

比较分析、找出异同，提高学生鉴别能力，克服不

良思维定势的影响。
二、因题中初始条件而产生思维定势

在有多个小问的试题中，命题者经常先在一

个情形境下设置一个小问题，然后悄然改变情境

后再设置另一小问题，引诱学生上当。不少基础

不扎实的学生，可能就会因为初始情境的干扰，采

用原来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思维定势，给

后面的分析带来障碍。
例 2 通常人们把拆开 1 mol 某化学键所吸

收的能量看成该化学键的键能。键能的大小可以

衡量化学键的强弱。

化学键 Si － O Si － Cl Si － Si Si － C

键能 /kJ·mol － 1 460 360 176 347

请比较下列两组物质的熔点高低( 填“＞”或

“＜”) : SiC Si; SiCl4 SiO2。
定势错解 Si － C 的键能大于 Si －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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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键

混合好的 0． 3 mol /L 硫酸与剩余的 0． 1 mol /L
硫酸再混合，利用平均值规律所得溶液的溶质的

物质的量浓度一定大于 0． 1 mol /L 小于 0． 3 mol /
L。

规律总结:

1． 对于任何溶液，等体积混合一定有 c混 =
( c1 + c2 ) /2。( 混合后总体积变化忽略不计)

2． 等质量混合，c混 偏向于体积大的溶液的

物质的量浓度 c混∈［( c1 + c2 ) /2，c( V大 ) ］。氨水

类: c混 ＞ ( c1 + c2 ) /2; 硫酸类: c混 ＜ ( c1 + c2 ) /2。归

纳为“大的小，小的大”即密度大于 1 g /mL 的溶

液，混合后 c混 ＜ ( c1 + c2 ) /2; 密度小于 1 g /mL 的

溶液，混合后 c混 ＞ ( c1 + c2 ) /2。
3． 某溶液与水混合时，水中溶质的物质的量

浓度视为零即可。
( 收稿日期: 2014 － 1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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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 此，SiC 熔 点 高 于 Si。 SiCl4 中 有 4 个

Si － Cl 键，SiO2 中只有 2 个 Si － O 键，360 × 4 ＞
460 × 2，故熔点 SiCl4 ＞ SiO2。

错误剖析 对于 SiC 和 Si 等原子晶体来说，

熔化时主要需克服原子间的键能，键能越大其熔

点就越高。有了前面的情境，不少学生产生了思

维定势，认为只要比较等物质的量 SiCl4、SiO2 的

键能即可判断其熔点高低。这些学生恰恰忽略了

SiCl4 和 SiO2 晶体类型不同的事实。
正确解法 SiCl4 属于分子晶体，熔化时主要

需克服范德华力; SiO2 属于原子晶体，熔化时主

要需克服共价键的键能。因此，SiCl4 熔点远低于

SiO2 熔点。
应对策略 对于此类试题学生要注意明察秋

毫，洞察题给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解题思路。这

种类型的不良思维定势，说到底还是因为双基不

够扎实。
三、因片面理解结论或规律而产生思维定势

任何化学结论、规律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

如果不能理解这些化学结论、规律的内涵和外延，

死搬硬套必然会产生不良思维定势，发生错误就

难以避免了。
例 3 常温下，用 Al、Cu 作电极，用浓 HNO3

作电解 质 溶 液 时， 作 负 极，电 极 反 应 为:

; 为正极，电极反应为: ; 总反应

为: 。
定势错解 活泼金属 Al 作负极，电极反应

为: Al － 3e － Al3 + ; 铜 为 正 极，电 极 反 应 为:

4H + + NO －
3 + 3e － NO↑ + 2H2O; 总反应为: Al

+ 4H + + NO － 3 Al3 + + NO↑ + 2H2O。
错误剖析 错解中犯了思维定势的毛病，片

面地认为活泼金属一定做负极，不活泼金属一定

做正极。其实，原电池反应的实质是自发氧化还

原反应，能自发发生氧化反应的一极才是负极。
正确解法 常温下，Al 在浓 HNO3 中会发生

钝化现象，此种情况下，是 Cu 更容易与浓 HNO3

发生氧化反应，因此 Cu 才是负极，电极反应为:

Cu － 2e － Cu2 + ; Al 只能做正极，电极反应为:

4H + + 2NO －
3 + 2e － 2NO2↑ + 2 H2O，总反应

为: Cu + 4H + + 2NO － 3 2NO2↑ + 2H2O。
应对策略 对于一些化学结论、规律，学生要

理解结论或规律的来龙去脉，掌握结论或规律的

内涵和外延，这样才能在考试中做到游刃有余，以

不变应万变。以本题中原电池正负极的判断为

例: 一般情况下，相对活泼的活泼金属更容易失去

电子，发生自发氧化反应，是原电池负极。但负极

的实质不是因为金属活动性强，而是金属能在电

解质溶液中发生自发的氧化反应，如果它不能发

生自发氧化反应了，当然就不能做负极。如果学

生理解其中的道理，本题就不会犯错了。
四、因某种解题习惯而产生思维定势

学生反复解答某类试题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

解题习惯。这些解题习惯本来就可能有缺陷，在

某种情况下如果学生不能学会变通，死守习惯，就

可能钻进命题者设置圈套中。
例 4 熔融盐燃料电池具有高的发电效率，

因而受到重视，可用 Li2CO3 和 Na2CO3 的熔融盐

混合物作电解质，CO 为阳极燃气，空气与 CO2 的

混合气为阴极燃气，制得在 650℃ 下工作的燃料

电池，完成有关的电池反应式:

阳极反应式: 2CO + 2CO2 － →3 4CO2 + 4e
－

阴极反应式:

总电池反应:

定势错解 不少学生习惯于先写出阳极和阴

极的反应式，然后二者相加得出总反应式，但一般

情况下 CO2 不能燃烧，也就是说 CO2 不与 O2 反

应，因此他们写不出阴极反应式，也就写不出总电

池反应式。
错误剖析 正难则逆。本题如果先写阴极反

应式的确有点难度，但我们如果换个思路———先

写电池的总反应式，再根据总反应式和阳极的反

应式去写阴极反应式，这样就容易多了。
正确解法 既然以 CO 为阳极燃气，那电池

的总反应式肯定是 2CO + O2→2CO2 ; 用总反应式

减阳极反应式就可以得到阴极反应式: O2 + 2CO2

+ 4e －→2CO2 －
3 。

应对策略 学生思维呆板、缺乏变通是产生

不良思维定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教学中，教师

要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发散性和创造性，

要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不拘泥于现成

的模式，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让学生形成良好的

思维品质。 ( 收稿日期: 2014 － 0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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