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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能更好地促进习题训练有效性的提

升，让学生们在分析、对比、总结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可以通

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有效的习题训练，注重知识点

之间的联系，注重思维的发散过程，融合新旧知识，构建统一的

网络。提升习题训练的效果．

四、总结

化学学习是一个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化学知识也是生活

和经验的升华．本文从提高习题训练有效性的目的出发，讨论

了运用专题进行知识集中比较和分析、扩展学生分析和处理数

据的能力、发散学生思维这三个方面，在高三化学复习中提高

习题训练有效性作用．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变，才能使教学工作的效果再_匕新台阶．

全方位把握“铜"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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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高考理综试题中，有关铜及其化合物的考查有升温

的表现，铜作为考试大纲中要求的四大金属之一，教材中并没

有像钠、铝、铁一样做过系统的讲解与介绍，以至于很多同学对

铜的知识不能够系统的掌握，导致在考试中频频失分，针对这

个问题，我对高考化学的铜及其化合物作如下总结：

一、“铜”知识网络

我们要建立起铜及其化合物的知识网络图，熟悉铜及其化

合物之间的转化关系，如图所示．

二、“铜”的颜色

我们要熟悉那五颜六色的铜，如Cu紫红色、CuO黑色、CuS

和Cu2S黑色、Cu(OH)2蓝色、Cu2(OH)2C03绿色、CuSO．·

5H20蓝色、元水CuSO,白色、CuCl2固体为棕黄色，CuCl白色，

熟悉了这些物质的颜色对同学们做题有很大帮助．

三、“铜”的考点透视

1．氧化还原反应中的“铜三角”

(1)“铜三角”转化的有关物质：

(i)HN03、c12、H2SO。、Fecl，等；

②}12、CO、Fe、c2H50H等；

③s；

④H：、H2s04等；

⑤HN03、02、H!SO。等；

⑥cH3CHO等．

(2)写出对应物质转化的化学方程式和离子方程式．

通过这些转化，我们不难看出，正是所选氧化剂和还原剂

的不同才造成了铜及其化合物之间不同的转化关系

2．电化学中的铜

(1)原电池中的铜

Fe—Cu一稀硫酸构成的原电池。铜为正极．

(2)电解池中的铜

①电解硫酸铜溶液：它是考查电解原理及规律的重要载

体，必须熟练书写其电解方程式．

2CuSO。+2H!o墼cu+02 t+2H2S0。

②电解精炼饲：粗铜为阳极，精铜为阴极，硫酸铜溶液为电

解液．

③电镀：如在铁上镀铜，铜为阳极，铁为阴极，硫酸铜溶液

为电解液．

3．有机化学中的铜

(1)乙醇的催化氧化(铜为该反应的催化剂)
^

2CH，CH20H+02—=吨C强CHO+2H20

(2)醛基的检验

A

CH3CHO+2Cu(OH)2二■CH3COOH+Cu20+2H20

4．化学实验中的铜

(1)CuSO,的制备方案主要考虑从绿色化学角度进行：一

是原料利用率低，节约成本；二是不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不造成

大气污染．所以在实际生产中，先把铜在空气中灼烧，再与硫酸

反应制取硫酸铜，而不用铜和浓硫酸直接反应来制备硫酸铜．

(2)溶度积中考查的铜：在含有Cu“、Fe“、Fe3+的混合溶

液中，要除去其中的Fe“、Fe¨，就可根据溶度积常数或完全沉

淀时的pH差异，先将Fe2+氧化为Fe¨，再通过加入CuO、

Cu(OH)2、CuCO”Cu2(OH)2C03的方法调节溶液的pH，使其

完全转化为沉淀而过滤除去．

(3)配合物中的铜：在CuSO。溶液中加入浓氨水的实验现

象：先生成蓝色沉淀，继续滴加沉淀溶解，形成深蓝色溶液

cU2++2NH，·H20爿u(OH)2 l+2NH／；

Cu(OH)2+4NH3·H20一[Cu(NH3)4]“+4H20．
通过这种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全方位认识。铜”及其化合

物，对铜及其化合物的知识结构一定会有全面系统的了解，也

为我们迅速准确解决有关“铜”的试题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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