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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是化学学科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每年高考中必考的知识点之一。其中,对于化学实验题的考查方式灵活多变,
命题的角度广泛且创新型较强,是能够拉开学生间分值的重要题型。本文将对历年高考中化学学科的实验题的题型和解答方
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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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化学实验在高考的化学试题中主要分为两种考查方式,

分别是选择题和综合实验题。其中,选择题部分主要是对化
学实验中的基本操作以及实验原理、安全性等方面进行考
查,而在综合实验题当中,主要是从实验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实验现象的表述以及试剂的选择等方面进行考查,考查角度
和范围都十分广泛。从历年高考的化学实验题来看,主要可
以分为四种题型的解题方法。
二、化学物质制备实验题的解题方法

在化学物质制备实验题中主要是选取某一种物质的制
备为中心进行考查。其中,主要考查的内容包括原料的制备
和净化过程,如何净化杂质,物质收集的过程以及如何进行
尾气的处理等几个部分。

（一)原料处理和物质制备
在解答原料处理方面习题的时候,可以从实验原理出

发,从中找寻到所能够利用到的实验原料,例如氮气的制备,
既能够从空气中进行提纯得到,又能够通过铵盐和亚硝酸盐
来制备,但是需要去除其中的杂质和水分。在物质的制备中
主要将会考查学生对化学实验仪器的选择和组装、试剂选择
的先后顺序等方面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净化杂质
在进行杂质的净化之前,应分析出当前物质中主要包含

哪些杂质,以及在进行净化杂质时所采用的除杂试剂的先后
顺序等,例如在从物质中提取干燥纯净的氯气时,制备中的
氯气中含有氯化氢和水分,因此在对其进行净化杂质时应采
用饱和的食盐水和浓硫酸,在进行除杂时应注意试剂使用的
先后顺序,分别是先除掉氯化氢之后除掉水。

（三)物质收集
在物质收集的过程中,应首先对物质的状态和性质进行

分析,从而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产物的收集。例如,对
氨气的收集就是采用氨气的密度比空气小的原理,利用向下
排空气法使空气排出从而得到氨气,还可以利用集气瓶的导
气管中短进长出的原则来收集氨气。再例如收集 AlCl３ 时,
可以根据其容易凝华的特征,将实验装置在冰水中进行浸
泡,从而提升收集的效率。

（四)尾气处理
在实验过后通常会设置一道关于尾气处理的问题,对于

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将从尾气的性质入手,之后对于进行尾
气处理的试剂进行分析。例如在进行氯气处理时可以采用
碱液的反应进行去除,而对氨气进行处理时可以采用湿润的
棉花进行处理,或者利用倒扣漏斗的盛水烧杯的方式进行
处理。
三、性质验证实验题的解题方法

所谓的性质验证实验,主要就是以考查物质的性质为
主,通常还包括物质制备的过程。在对性质验证实验的考查
中将会对实验目的有明确的要求,并且根据对实验的具体要
求进行每种性质的分析,根据实验中所提供的试剂,在互相
不会产生损害的情况下进行性质验证,大致的验证步骤为物
质制备过程、性质验证过程,最后是尾气处理过程。

例如在验证碳和浓硫酸反应产物的验证实验当中,应确
定其反应产物主要有 H２O、CO２、SO２,首先要选择能够与其
中每种物质都发生明显反应的试剂,在这里应分别选择无水
硫酸铜、澄清石灰水以及品红溶液来验证水分、二氧化碳和

二氧化硫,然后分析所选择的试剂之间是否会产生互相干扰
影响等现象,这时将会发现二氧化硫在遇到澄清石灰水时将
会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这将意味着必须在对二氧化碳进行
验证之前先对二氧化硫进行验证,并且将二氧化硫全部除
尽,以免会对接下来二氧化碳的验证实验产生干扰和影响。
四、定量测定实验题的解题方法

化学学科中的定量测定实验题在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
中出现的次数比较频繁,并且考查的类型不仅仅是化学实
验,还包括结合计算等类型,并且计算的过程比较复杂,计算
的难度较大。定量测定实验题的解题流程主要为确立待测
定物质、对待测定物质的性质进行分析之后,确定出实验原
理、组装实验装置、最后结合数据进行计算。

在具体的实验过程中,由于此种实验类型属于定量实
验,因此不需要在实验中出现较为明显的实验现象,但是物
质的量一定要发生变化,例如沉淀物的质量发生变化、溶液
质量发生变化或者干燥管中的质量发生变化等等。在对实
验装置进行选取和组装时,应将空气对于实验结果产生的干
扰和影响考虑进去,并且实验中的残留物质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实验中发生的空气倒灌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都要进行分
析,如果发生较大的干扰,则需要添加装置来对干扰因素进
行排除。
五、探究性实验题的解题方法

探究性的实验题属于四种主要题型中难度较大的一种,
学生在进行探究性实验题解答时通常会失分较多,究其原
因,主要是由于探究性实验题给出题者较大的发挥空间,学
生在解题时通常抓不住出题者的意图,因此会丢失较多的分
数,但是其具体的实验问题又不是很难。对于探究性实验题
的解题思路主要是把握实验目的,提出假设问题,之后根据
假设的问题进行实验方案的设计,再对实验现象进行推测,
最终得出最后的实验结论。

在进行实验假设时通常为２~３种组合,例如浓硫酸在
与铜发生化学反应之后,在试管的底部将会出现一些残留物
质,这些物质可能是CuO、Cu２O、CuO和Cu２O,再通过物质
的性质进行化学实验的设计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在验证的过
程中应出现明显的化学反应现象,并且根据化学反应现象得
出最终的实验结论。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三化学实验复习备考中应加强对化学实
验题的题型和解答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试题中领悟出题
者的出题意图和所想要考查的知识点,教师也应在具体的教
学过程当中培养学生在化学实验中的创新意识以及实验探
究能力,从而能够使学生将学习到的化学知识灵活地运用到
实验当中,从而有效地提升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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