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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解题中的思维方法

甘肃省白银市第八中学 730900 赵永祯

摘要：思维方法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为了实现特定思维目的所凭借的途径、手段或办法，也就是思维过程中所运

用的工具和手段．思维方法属于思维方式范畴，是思维方式的一个侧面，是思维方式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所以思维能力

是解题的重要能力，通过思维要求学生解题思路符合逻辑、多向、灵活、正确无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这就要求学生主

重思维能力的培养，形成良好的思雏习惯、思维定式．现就此问题做以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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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学解题思维的正确性

1．忽略关键词、关键句

例1 常温常压下，在四个容积相同的密闭容器

中分别充人等体积的下列各组气体，片刻后压强最小

的是( )

A．NO和02 B．NH3和HCl

C．H，S和SO：D．H：和02

分析本题严格的条件，用黑题字标出的是关键

词语所表达的关键题意，忽略了关键题意就会引出不

合题意的错误答案．如果注意了“常温常压、等体积、

最小”这三个关键词不难选出正确答案B．

2．理解题意错误

例2 某无色混合气体可能含NH，、O：、CO：、

HCl、NO中的几种，将混合气体通过澄清的石灰水，无

明显的现象，再通过Ba(oH)：溶液有白色沉淀产生，

气体逸出后接触到空气立即变为红棕色，则原混合气

体有哪些气体组成?

分析解答时有的学生只考虑的依据是“混合气

体通过澄清的石灰水，无明显的现象”就得出了无

CO：的结论，一般就把思路引入异途，做答困难．正确

的思路和解答是：依据“气体通过Ba(OH)：溶液有白

色沉淀产生”得出有CO：，然后逆向思维推出不能使

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的原因是有HCI，从而确定混合

气体有co：和HCl共存，再通过“气体逸出后接触到

空气立即变为红棕色”得出有NO而无O：，这样答案

应是CO：、HCl、NO三种气体组成的．

3．混淆化学概念

例3下列物质熔化时发生化学变化的是( )

A．金刚石水晶 B．冰硫磺

C．干冰 白磷 D．NaCl和CuSO。

分析有的学生认为物质问反应是化学变化，没

有物质问的反应就是物理变化，混淆了二概念的实

质；有的学生不能区别化学键与分子间作用力，造成

错误选项或漏选．正确的思路是理解物理变化和化学

变化的实质——化学键破坏与否．不难选出正确答案

是AD．

二、化学解题思维的逻辑性

形成化学解题的思路必须合乎逻辑，思路的延伸

和发展要合情合理、依据真实、结构严密、逻辑性强．

学生在形成解题思路时的逻辑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依据不真实

例4依据1体积氢气和1体积氯气化合生成2

体积氯化氢的实验事实，而且已知氯化氢分子的组成

为HCl，证明氢气和氯气都是双原子分子．

分析有的学生解答是：氢气和氯气化合生成氯

化氢的化学方程式；H：+C12—2HCl．按题意1体积

氢气和1体积氯气化合生成2体积氯化氢，正好符合

上述化学方程式．由此可知氢气和氯气是双原子分

子．显然这种方法是不合逻辑的，依据是不合理的．错

误就在先人为主，直接把氢气和氯气的分子写成双原

子分子，进而写出了化学方程式，并没有证明．

2．逻辑思维混乱

化学解题思路要求思维清晰、层次分明、条理清

楚，防止思维混乱．逻辑思维混乱主要表现为二个方

面：一是思维先人为主，二是思维无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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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有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混合物14．89，把

它配成稀溶液，然后往该溶液中加入12．49碱石灰，

充分反应后，经分析溶液中已无ca2+、co；一和

HCO；．然后将得到的体系中的水份设法蒸干，得白色

固体299．(1)求原混合物中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物

质的量之比(2)碱石灰中氧化钙和氢氧化钠的质量

(3)所得299固体中各种成分的质量分数是多少?

解析本题推断的依据是题目所提供的化学反

应，由于题意涉及的反应多，在思考中易发生混乱，可

以把题意简化成如下分析图(见图1)来理顺思路．

设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物质的量分别为Xmol和

Ymol，碱石灰中的氢氧化钠为Zmol，氧化钙Qm01．依

据化学方程式的计量关系列出所有反应(图1)：

这种分析方法题意明确、条理清楚，就能快速准

确解答．

三、化学解题思路的灵活性

形成化学解题思路的第三个要求是灵活敏捷．为

了达到这个要求，首先要做到思维活跃灵敏，能针对

题意灵活联系有关的化学知识，灵活运用解题规律，

Na2C03+CaO+H20=CaC03+2 NaOH

Xmol Xmol Xmol 2Xmol

—、CaC03
Xmol

+ CaO=CaC03 + NaOH

Ymol Ymol Ymol

——乙—◆CaC03

Ymol

12．4s巴二邺麓点
幽1

以不变应万变，快速形成正确的解题思路．综上所述，

化学解题要有正确、合理、灵活多样的思维能力．这就

要求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从而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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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斯定律解题技巧

浙江省临海市杜桥中学 317016 金玲莉

摘要：我们发现通过这些方法往往可以解决很多这种类型的题目，同时可以大大的提高解题效率．

关键词：盖斯定律；找关键物质

已知某些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通过盖斯定律来

求某个反应的反应热．通常利用热化学方程式相加减

的方法求解．但是如果已知热化学方程式多起来，物

质种类多起来，若每个物质都兼顾，此方法往往即使

解出来也花费了较长的时间．笔者在此总结这类试题

几种解题技巧．

一、消去法

例1 2011年浙江卷12题

D．已知：Fe203(s)+3C(石墨)一2Fe(S)+3C0

(g)，AH=+489．0 kJ／mol ①
1

co(g)+告-02(g)一C02(g)，

AH一一283．0 kJ／tool ②

C(石墨)+02(g)一CO：(g)，

AH一一393．5 kJ／mol ③

则4Fe(S)+302(g)一2Fe203(S)，

AH一一1641．0 kJ／mol

解析此题可采用消去法，以第一个方程式为标

准，消去c和CO，因此我们先将②×3，③×3，将①+

②×3一③×3，得：Fe203(s)一2Fe(s)+3／202(g)，

则一(①+②×3一③×3)×2，得：

4Fe(S)+302(g)一2Fe203(s)

因此：AH=一2AHl—6AH2+6A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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