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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关键词，找准确度，构造问题——解化学工艺流程题策略分析

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高级中学 215101 王彦清

化学工艺流程题是一类极具特色和前景的高考题型，能很

好的体现新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的要求，因此江苏省高考
试题中近几年每年都出现．这类题往往题干长，信息多，又是以

真实的工业生产作为背景，对学生而言，陌生度大，难度较大，

但却要求学生在短短的12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完成，那是不是

在强人所难?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因此我们有

必要来研究一下化学工艺流程题，为快速准确解答化学工艺流

程题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一、试题的特点

化学工艺流程题一般可划分为前期的原料预处理、中期的

核心反应和后期的产品分离提纯三个阶段，整个流程都控制反

应条件为获取产品服务(如图1)．化学工艺流程题从结构上也

可以分为题头、题干和题尾三部分，题头即做什么?简单介绍

该工艺生产的原材料和生产目的(包括副产品)；题干即怎么

做?主要用框图形式将原料到产品的主要生产工艺流程表示

出来；题尾即为什么这么做?主要是设问题，用化学原理知识

去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图l 化学工艺流程图知识网络图

二、解题的策略

运用首(原料)尾(产品)呼应法，分析从原料到产品，需要

发生什么核心反应和除去哪些杂志，明确流程的主要任务．结

合箭头的指向，分析每一环节中物质流入和流出的意义，控制

反应条件的作用，实现对整个流程的全盘分析．抓住关键词(表

1)，找准角度：从基本理论(氧化还原、化学平衡、盐类水解、电

化学等)；反应控制的条件(温度、压强、催化剂、原料的配比、

pH调节、溶剂的选择、除杂、产品分离等)；绿色化学观点(原子

经济性、循环操作、环保)；经济角度(提高产量与产率、原料廉

价易得、降低能耗、设备简单)；安全生产(防爆、防中毒、防污

染)．找准了角度，可以采集题目信息以及比较的方法，构建一

些有价值的问题，自问自答，追根究底，答案自然浮现出来．
表l 化学工艺流程题中的几个常见关键词

粉碎 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加快化学反应速率

酸溶浸出 溶解金属或金属氧化物，控制pH抑制金属离子的水解

氧化剂 氧化作用，氧化某些金属离子，利于下面步骤除去

加入能消耗H+的物质，促进金属离子的水解，形成氢氧
控制pH

化物沉淀而分离

升温：加快化学反应速率、促进水解、促进平衡向某方向

移动

控制温度 控制温度在一定范围内：使反应速度不致于太慢、抑制或

促进平衡的移动、防止反应物的分解、防止副反应的发

生、防止反应物的挥发

若先析出产品，则防止在过滤过程中，降温时析出杂质而

影响产品纯度
趁热过滤

若先析出杂质，则防止在过滤过程中，降温时析出产品而

损失

冰水洗涤：洗去晶体表面的杂质离子，并减少洗涤过程的

溶解损耗
产品洗涤

酒精洗涤：洗去晶体表面的杂质离子。降低晶体的溶解损

耗，且易于干燥

三、案例分析

案例：辉铜矿石主要含有硫化亚铜(cu：s)及少量脉石

(si0：)．一种以辉铜矿石为原料制备硝酸铜的工艺流程如下：

(1)写出浸取过程中Cu：S溶解的离子方程式 ▲ ．

(2)回收s过程中温度控制在50℃～60℃之间，不宜过高
或过低的原因是 ▲ 、 ▲ ．

(3)气体NO。与氧气混合后通入水中能生成流程中可循

环利用的一种物质，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向滤液M

中加入(或通入)下列 叁． (填字母)物质，得到另一种可

循环利用的物质．

a．铁 b．氯气 c．高锰酸钾

(4)保温除铁过程中加入cuO的目的是． 叁． ；蒸发浓

缩时，要用硝酸调节溶液的pH，

其理由是 垒 ．

解题思路(1)角度：氧化

还原反应

目标锁定：

问题：结合浸取过程的箭头
指向，主要的反应物是什么?(Cu：S和Fecl，)

矿渣与苯有没有发生化学变化，怎么得到的S单质?(溶

解回收)用Fe置换的什么离子呢?(Cu“)

那么主要的生成物有什么呢?(S和Cu“)

有了主要反应物和生成物，再根据氧化还原反应的配平方

法进行配平．

(2)关键词：温度控制

角度：化学反应速率、物质分解、物质挥发、溶解度

问题：温度高了，照理说会加快化学反应速率的，那为什么

不行呢?(苯是具有挥发性的)

温度低了，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呢?(溶解速度慢了)

(3)关键词：循环利用

角度：氧化还原反应

问题：含氮化合物与氧气通入水后生产一种含氮的可循环

利用的物质是什么?(HNO，)

主要反应物是什么?(N0，与O：)
主要的生物是什么?(HN0，)

滤液的主要成分是什么?(FeCl：)

(4)关键词：保温除铁蒸发浓缩

角度：调节pH

问题：过滤以后得到的物质中铁元素是以单质的形式存
在，那么加了硝酸以后铁元素以什么形式存在呢?(Fe“)

加入了氧化铜主要跟溶液中的什么离子反应呢?(H+)

那么怎么除去Fe”的啊?(反应掉H+，促进Fe”水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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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高中化学教学问题及策略研究
江西省南康市南康中学 341000 谢荣沛

新课改的逐渐深化与普及，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深刻影响，

尤其对高中化学课堂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课改背

景下，高中化学课堂改变了传统枯燥无味的教学环境与教学方

法，实现了开放丰富的教学环境与内容，激起学生主动学习的

热情．虽然新课改下，高中化学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本人结合自身工作，分析当前高中化学

教学中的诸多问题，并过提出相应的改进举措，为提升教育教

学工作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

一、新课改下高中化学教学问题分析

1．教学中安排的化学实验不足

化学是极富科学性的学科，在课堂上不能只进行单纯的理

论教学，还应该配以相应的实验．透过实验，学生才能更好地掌

握课堂中所学知识，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实验

在高中化学课堂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在实际的教学

中，学校过于追求分数与大学过线录取率，致使教师只能将课

程教学的重点放在理论知识上，而忽视课程中的实验．这种不

合理的教学课程安排使学生根本就没有过多接触实验的机会，

即使在实验课中，也会因诸多因素而影响到学生的实际实验操

作．而且，随着多媒体设备的普及，教师在考虑学生安全等方面

的原因后，将化学实验通过多媒体视频形式展示出来，是学生

能够深刻了解实验与化学反应过程，对学生的学习也起到了很

大的帮助，但是仍然无法代替实验课程的作用．长此以往下去，

学生会失去对化学的学习兴趣．

2．教学未适应新课改下的教学目标

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化学知识点的广度与难度有有所提

升，新教材的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教学目标也由一、二维提升

到了三维．课堂教学的内容由原本的单一知识点转变为多个知

识点，且这些知识点之间没有紧密系统的联系，而且课堂时间

有限，每一知识点的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只能简单讲解，致使学

生无法深刻掌握各个知识点的内容．虽然学生有课堂发问的权

利，但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学生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提出问

题，最终导致学生只能掌握较为肤浅的化学知识．尤其在做课

外教辅资料的习题时，学生更会感到无从下手、力不从心．

3．教辅资料有问题

在新课标后，出现的很大问题就是教辅资料与教材不相匹

配．经常会有课后习题与教材内容出现差异的现象，而且，教辅

资料的编写也缺乏合理性，内容多以应对高考为主，将负担与

压力转嫁给了学生．

4．教学评价系统滞后，不同实现三维目标的同步发展

新课改后，要对教学进行全方位综合评价，但是从当前实

际情况看，教师仍以课堂表现、习题与考试成绩为评价指标．大

多数学校严重缺乏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虽然有些学校制定了

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流于形式，仍以考

试成绩为主，这就使学校无法在新课标的基础上实现教学的三

维目标．

二、新课改下高中化学教学问题的应对举措

1．加大对实验的重视

在化学教学中，校领导与教师应转变自身的观念，深刻认

识化学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与重要性．教师只有树立科学的意

识，才能有效地利用化学实验完善教学方法．教师在进行实验

课程设计时，要以教学效果为目标，以学生学习情况为指导，充

分结合教学内容，最大程度的提高实验教学效果．通过化学实

验教学，学生不仅可以更加扎实的掌握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与探索精神．

2．设置知识点梯度，由易入难，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新课改后教学难度确实有了明显提升，要想在教学课时范

围内完成化学教学目标，教学必须对化学课程进行科学的安

排，把握好化学教学的节奏，实现知识点难度讲解的螺旋上升．

同时，在进行化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该及时了解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与理解程度，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逐步增

加知识点的难度水平，避免学生接受大跨度知识点吃力情况的

发生．

3．选择合适的教辅资料

教辅资料对高中化学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所以

在选择教辅在资料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教辅资料与教材

知识脱节，影响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学校与教师在选择

化学教辅资料时，应以实际教学内容与学生学习情况为依托，

选择内容质量相对较高的资料，充分实现教辅资料在化学教学

中的辅助作用．

4．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推动学生的全方面发展

新课改的目标是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教学评

价体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教学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内

容，与教学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教学评价只注重学生的

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学习过程中知识探索与情感变化过程，

则不能对教学实现科学的评价，也无法实现新课改的目标．所

以，化学教师应注重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充分认识学生探索

知识过程中的情感变化与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对表现较好的学

生应进行鼓励，完善学生的个性，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产生氢氧化铁而除去)

对硝酸铜溶液进行蒸发浓缩，会促进铜离子水解，那么加

入硝酸调节pH的作用是什么呢?(增加氢离子的浓度，抑制

铜离子的水解)

答案：(1)Cu2S+4硝+-2Cu“+4Fez++S
(2)温度高苯容易挥发，温度低溶解速率小

(3)4No，+(5—2鬈)02+2H20===4HN03 b

(4)调节溶液的pH，使铁完全转化为Fe(OH)，沉淀

抑制Cu“的水解(不带入其他杂质)

评析与反思解答化学工艺流程题首先得需要有扎实的

基本功，因此一定要重基础知识的积累．在此基础上，抓住关键

词以及提取题中的隐含信息，找准方向，构建出对解题有帮助

的一些辅助性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有了这些良好的铺垫，答

案就会比较容易得出来．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童基础，

也要引导学生如何去设计并提出一些对解答题有帮助的问题，

这种能力的培养对解题很有效，也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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