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黛

、、旦堑妻堕!竺?!璺竺星蔓竺婴

高考化学选择题解题方法与技巧
王永明 甘肃省渭源县第二中学

摘要：高考试卷中选择题是重要的题型，同时主要是以基础题的形式出现的，主要用于考查学生的“双基”。高考化学选择题所

占的比例还是较高的，同时难度也较低，因此是拿分的重点，选择题的答题效果对于总分有较大的影响。高考试卷中选择题的题设条

件以及选项都是命题者精心设计的，命题者会采用各种形式为答题者布下陷阱，如果学生没能正确掌握知识或者对于知识的运用不够

全面，就很容易陷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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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今年高考试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选择题也开始

加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查。选择题的考查功能主要体现在对

于知识面的涉及很广，而当中的一些基础题也成为了学生得分的

重点。目前高考化学选择题的主要考点有：以物质的量为中心的

相关概念分析、原子结构、周期表和周期律、化学键及晶体结构、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电化学、电解质溶液(pH计算、盐
类水解)、离子共存和离子方程式正误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简

单计算、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等，这些类型的选择题不仅能够对学

生的思维能力进行考查，还能够对一些较高层次的能力进行考查。

化学选择题的解题方法有很多，但是这些方法有很多的共同，

如认真审题、深入分析问题、寻找题干等。学生要想做好化学选

择题可以从以下方法入手：首先是要多练习勤思考，在平时练习

过程中不要光想着正确答案，完成一道题后还对题中所涉及的知

识点、关键点等进行巩固复习，充分掌握题目所涉及的概念、公式、

定律、化学性质等内容；其次是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时间的控制，

要做到在规定的时间内正确的解题，因为考试的时间是固定的，

学生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以免耽误后面的答题；再次是用好化学错

题本，在平时练习中要将一些经常做错的题目以及典型的题目记

录下来，从未有针对性的进行复习，弄清该题做错的原因、该题

所涉及的知识点等。下面主要根据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易错的选

择题归纳分析，总结一些解题的最佳思路。

一、选择囊“陷阱”回避策略

(一)正确理解基本概念避开“陷阱”

对于一些考查概念性的选择题，因为这些题型会运用概念设

置“陷阱”，要想做好这类的选择题，学生一定要掌握好每一个

概念，对于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不能模糊。

例1．在加热氯酸钾制氧气时，在①锰；②二氧化锰；③高

锰酸钾中，可以做催化剂的是()。

A．①②B．①②③C．②D．②③

本题就要求学生对催化剂的概念充分理解，催化剂的最重要

特征是能够加快化学反应速率，但是在作用的过程中其化学性质

和质量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二)灵活运用物质的化学性质避开“陷阱”

能否灵活运用物质的化学性质对于学生做好选择题有很大的

影响，在解这类题目时学生一定要遵循“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

例2．把6tool铜粉投入含8tool硝酸和2tool硫酸的稀溶液中，

则标准状况下放出的气体的物质的量为()。
A．2tool B．3tool C．4mol D．5tool

(三)克服思维定势的消极作用避开“陷阱”

任何人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这是人的固有弱点，这一弱点

经常会被命题者利用，他们在命题过程中会采用跳粱换柱的方法

或者隐藏信息的方法为学生设置解题“陷阱”。

例3．100998％的浓硫酸中含氧原子个数约为()。
A．6 02×】023 B．4×6．02×】023 C．4．】1×6．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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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四)正确运用语法知识避开“陷阱”

善于分析语法对于提升化学选择题的解题也有一定的帮助。

例4．能证明胶体微粒比溶液中电解质微粒大的操作是()。

A．丁达尔现象 B．布朗运动C．渗析 D．电泳现象

二、抓住囊目的特有条件。因置制宜地分析、推理、估算、

寻求解囊地最佳思路

(一)抓特例，否定做答；抓实质，肯定做答

例5．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A．含金属元素的离子不一定都是阳离子B．在氧化还原反

应中，非金属单质一定是氧化剂C．某元素由化合态变为游离态

时，该元素一定被还原D．金属阳离子被还原不一定得到金属

单质

(二)抓数据特点，避惑解答

1．多数据的迷惑性。为了对学生的解题形成干扰，命题者经

常会在题目中设置很多的多疑数据，这些多余的数据会对学生的

解题思维产生影响。解这类选择题的关键是审题过程中能够去伪

存真，善于抓住关键数据，不受其他数据的干扰。

例6、有一在空气中暴露过的KOH固体，经分析知其中含水

7．62％，含K2C03为2．38Vo，取19此样品加入到46．OmL3．65％的

盐酸(密度为lg／cm3)中，过量的酸再用7．0％的KOH溶液中
和至中性，最后将其加热蒸发，所得固体的质量是：

A、1．079 B、3．439 C、4．Og D、4．59

2．少数据的迷惑性。通过例6可以看出，学生要善于抓住不

同化学式之间的某些特征(如通式、原子个数之比和量的关系、

混合物组成成分之间的定量关系等)，并灵活、巧妙地将它们进

行变形或拆分转化，解这类的选择题就会变的非常容易。

3．无数据的迷惑性。有的题目中并没有出现数据，这样的题

目会给学生无从下手的感觉。但是通过仔细审题可以发现，这种

题目所给的数据并不少，但是这些数据都是隐藏的。解这类选择

题一定要借助借助守恒法、设一法、差量法等方法。

例7、有一块铁铝合金，溶于足量盐酸中，再用足量KOH

溶液处理，将产生的沉淀过滤、洗涤、干燥、灼烧，使之完全变

成红色粉末，经称量，该红色粉末和原合金质量恰好相等，则合

金中铝的含量为()。

A．70Vo B．52．4％ C．47．6％D．30Vo

4．扰数据迷惑性。有的题目中会给出一系列的数据，如果学

生过于专注这些数据就会陷入繁琐的计算中，而如果学生在审题

过程中能够抓住题目的题干以及关键数据并总结选择题的规律，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锻炼学生做好选择题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过

程，同时对于学生提升高考成绩也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提升学生

化学选择题的阶梯技巧其核心就是提升学生审题、抓住关键问题、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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