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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铁和其化合物”出发,将“物质转化”作为问题切入点,复习高考化学元素化合物相关知识,探讨化学复习教

学活动的设计以及教学的策略。通过制备以及保存FeSO４,使用硫酸渣来制备FeZO３,通过这些任务驱动,采用元素化合价的

物质类别分析图作为分析的工具,之后利用物质性质、物质转换以及物质转化实现的条件及途径等相关知识将化合物之间建立

联系,促进学生对物质性质、组成以及转化相关思维模式形成,帮助学生学习化学知识结构改造,全面提升学生思维水平,更好

地将化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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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化学是高中教学中重要的学科之一,铁及其化合物相关

知识是高中化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其包含物质性质、
物质的反应、物质制法以及物质检验和保存等。学习相关化
学知识,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知识内容,还可以提升学生对物
质变化的了解度,是学生探究化学知识、学习化学理念的重
要载体之一。由于化学化合物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零散和
繁杂的特点,一些学生对于化合物知识容易混淆,很难记忆。
因此,从元素的视角来认识化学物质的性质及转化,了解元
素化合物相关知识之间的联系,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构建认识
物质的思路,对学生学习化学有很大帮助。
二、相关解题原理分析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高中化学学科是学生必修课程,学
生学习典型的化学元素以及元素化合物相关的相知以及用
途等知识,对于学生成绩的提升以及未来实际应用都有很大
帮助。通过物质的分类、物质离子反应以及物质的氧化还原
反应等知识深入学习,引导学生从正确的视角建立研究思
维,深入研究物质的性质,学习核心元素的化合价以及元素
化合物物质的类别。学生通过学习,初步认识化学二维关系
图,将某一个元素作为核心,分析元素的物质类别,认识氢氧
化物、氧化物、金属等物质之间的转换,分析核心元素化合
价,同一个元素,化合价的不同其物质之间转化也有所不同。
学生再选修阶段深入学习化学的反应原理,了解物质水解、
氧化等问题,拓展对物质的性质以及转化知识的掌握。

从能力学角度来讲,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了很多含铁元
素物质,例如:FeCl２、Fe２O３、FeCl３、FeSO４ 等等。这些物质
学生很难自主的利用物质性质及物质组成知识了解其相互
之间的转化,尤其是在面对物质性质控制条件方面,对于物
质转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物质转化的途径评价等相关问
题时,学生缺少正确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铁及其化合物考查类别、解答方法与复习对策

(一)利用化学元素化合价二维图明确思路
在复习铁及其化合物考察类别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设计

相关的问题,了解学生对于铁以及铁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引
导学生使用铁元素化合价二维图分析物质的类别解决问题。
在制备Fe２O３ 过程中,引导学生可以从多个途径解决问题,
但是很少有学生能够利用二维图解决实际问题。此时,教师
可以刻意引导学生利用二维图学习物质制备途径,让学生了
解化学二维图来学习元素家族每个物质之间的转化,从多个
角度认识问题,学习同价态、不同物质之间的转化美丽如,酸
碱反应,学习不同价物质之间的转化,例如氧化还原反应。
经过多次的活动开展,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知识,进一步掌
握铁及其化合物之间的有规律转化,学习多途径转换。

案例分析:在５００毫升的溶液中含有０．２molFe３＋、

０．１molFe２＋,把０．２mol的铁粉加入进去,在完全还原了

Fe３＋后,求解溶液内Fe２＋的物质的量浓度。
解题思路:通过Fe＋２Fe３＋��３Fe２＋ 能够得知,在加入

了过量的０．２mol铁粉后,所以,需要依据Fe３＋进行计算,从
而生成了Fe２＋的物质的量是０．３mol,和原来的Fe２＋一共是

０．４mol,因此,可以求得溶液内Fe２＋是０．８mol/L。
(二)形成思维模型导向设计复习对策
高考中铁及其化合物考察的复习教学,将含铁物质转化

作为复习的切入点,之后设计FeSO４ 制备和保存以及使用
硫酸渣制备Fe２O３ 流程等相关学习任务,将学生引入到铁元
素、化合价分析物质类别的问题上,利用化学二维图来分析
问题,并有效解决问题,通过活动体验,之后完成学习任务,
以此为基础总结归纳任务完成情况,从而构成物质性质、物
质组成以及转化之间整体关系,从而提升学生化学学习水
平,拓展思维,扩展化学教学思路。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形成
独立思考的思维,将思维模型作为设计复习的导向,通过一
定的教学方式开展复习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考化学学科复习不仅仅需要将知识进行整
合整理,还需要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具体的问题,进一步提
升学生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考中铁及其化合
物知识复习过程中,整合元素、化合物相关知识以及化学实
验,通过化学概念的原理整合知识,学习物质之间的转换、物
质性质、物质组合、物质途径等,建立相关联系,学生通过学
习增进对物质性质、组成以及转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帮助学
生形成明确的思路,学习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及化学实验具体
操作过程,使学生能够以知识为基础,拓展思维,了解知识结
构的改造,深入认识事物变化方式,提升学生思维水平,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有效提升化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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