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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化学选择题命题技巧
福建龙岩第一中学(364000) 郭朝明

[摘 要]选择题在高考卷中是十分重要的题型。选择题寓能力考查于基础知识之中,能增大知识覆盖面,调控试卷难度和考

查思维品质。选择题命制的成败,将直接影响考生作答,是体现高考试卷选拔性功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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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择题的命制应体现其主要功能

高考命题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化后,高考的功

能也从“你学到没有”转为“你会不会用”。试题命制技

巧的把握应突出“怎么学”而不是“学什么”。选择题题

型的主要功能有:体现知识特点,增大知识覆盖面,调控

试卷难度和考查思维品质。因此,命制化学选择题时,
应有少量基础题,适当常见题,当然,也可开发多样化题

型,以确保试题适合考查多层次能力和对思维灵活性考

查有独特功能。
【例1】 (2013·江苏)甲、乙、丙、丁四种物质中,

甲、乙、丙均含有相同的某种元素,它们之间具有如下转

化关系:

下列有关物质的推断不正确的是(  )。
A.若甲为焦炭,则丁可能是O2
B.若甲为SO2,则丁可能是氨水

C.若甲为Fe,则丁可能是盐酸

D.若甲为NaOH溶液,则丁可能是CO2
这是一道很不错的试题。本题考查了物质性质的

转化关系和性质的应用,题目难度中等。本题主干知识

突出,情境新颖,体现能力立意。考生若熟悉这些物质

间的反应,很快就能正确作出选择。此题对一般考生而

言,主要的思维障碍表现为:低层次的信息感知与加工

水平,未能提取到量对产物的影响,即连续的氧化(还
原)、多元酸与碱的分步中和,未能建立起看待物质转化

的条件性和规律性的统摄思维。但是,若考生关注到物

质转化关系,将选项对应物质依次代入转化关系,同样

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命制选择题应具备的特征

命制选择题要求具备全面性、简洁性、一次性、人文

性和干扰性。一道好的试题,应能体现考试功能、反映

学科特点。选择题应具备如下六个特征:1.符合命题规

范;2.情景新颖真实;3.体现能力立意;4.突出主干知

识;5.渗透学科思想方法;6.凸显知识价值。选择题题

干应包括解题所必需的全部条件,选项可不再做条件上

的论述,题干一般要求把问题交代清楚,表述准确、文字

简洁,尽可能避免与答案无关的线索,题干与选项内容

属于同一范畴,干扰项能反映学生的典型错误,正、误选

项逻辑上也要与题干一致。
【例2】 (2013·福 建)某 科 学 家 利 用 二 氧 化 铈

(CeO2)在太阳能作用下将 H2O、CO2 转变为 H2、CO。
其过程如下:

mCeO2
太阳能

①
→(m-x)CeO2·xCe+xO2

(m-x)CeO2·xCe+xH2O+xCO2
900℃
②
→mCeO2

+xH2+xCO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H2（g）+ 1
2 O2（g）

H2O（l）H2O（g）

ΔH1 ΔH3

ΔH2

A.该过程中CeO2 没有消

耗

B.该过程实现了太阳能向

化学能的转变

C.右 图 中 ΔH1=ΔH2+
ΔH3

D.以CO和O2 构成的碱性燃料电池的负极反应式

为CO+4OH--2e-=CO2-3 +2H2O
高考结束后,多数专家学者对此题抱怀疑态度。主

要体现在,题干提供的两个方程式,因条件差异太大,事
实上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而应答要求中提及的“其过程”
让考生难以明确;另选项C和选项D,完全可避开题干

作答,让人感觉到命题者命题的随意性。此题明显不具

备选项的暗示性和排他性,选项与题干也严重不相匹配。
三、选择题的评析

化学选择题中有较多的知识属于了解和理解层次,
所以应对命制好的试题要先进行全方位评析,作出必要

的调整,以确保试题质量。(以例1为例)。
背景及来源———江苏2013年高考题。元素化合物

是中学化学核心内容,概念原理的载体,高考试卷占

15%左右。本题突出转化的条件性、规律性和化学用语

等方面的考查,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命题立意分析———考查常见无机物的性质及其变

化规律,考查学生分析解答问题的能力。试题呈现四种

物质转化关系图,要求考生能通过转化关系的分析,提
取概括出量对反应产物的一般性规律,并用氧化还原规

律和酸碱中和规律来整体性看待物质转化的规律。
学生答题评析———考查的内容学生很熟悉,并注意

到物质的分步反应与转化。解答时,学生常会将四种选

项的物质逐一代入,这样解答不符命题者的要求,命题

强调从转化观的视角看待物质的转化,从而掌握元素化

合物研究的一般方法。
一道合格的试题,除满足上述基本要求及功能特征

外,还应具备测试心理特征、适当的刺激情境和应答的

规定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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