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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的教育体制和高考形势下，有机推断题

是高考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题目信息量大，思维容量
大，对学生的解题思维要求较高，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利用基础知识快捷、准确地进行有机
推断题的解析，从而取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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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选修五《有机化学基础》时，最常见的题目就是推断性
的有机合成题，这类题目往往考查重点比较凸显．但要求学生
具有灵活的解题思维，扎实掌握有机化学中的典型反应类型、

重要官能团的性质和重要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下面我从近几年
高考命题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对学生的解题有一定的帮助。

一、从高考命题角度对知识的分析
在近几年的高考命题中。作为选修模块。一般只考一道有

机推断题．而且考查知识点相对比较固定，考点主要有以下几

个：1．有机物结构中的官能团的名称；2．有机反应类型的名称；
3．判定同分异构题的数目或书写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4．典

型官能团所有据的性质的判定：5．重要类型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在这些知识点的考查上．往往是对基础知识的延伸，一定要注

意对基础知识的处理。从最基本的羧基、羟基、醛基等重要官
能团人手．对其最基本的结构和性质的关系进行掌握，并从典

型代表乙酸、乙醇、乙醛引申出该类化合物的性质，从它们的
基本性质掌握官能团的引入、移除和保护，以及碳链的增减等

知识。从而利用这些知识对有机合成进行合理的设计和分析．
达到思维发散和解题思路清晰的目的。

二、谈有机推断题的解析突破口

在有机推断题的解析中，要把握住解题的着眼点，根据有

机物的性质推断官能团。有机物的官能团往往具有一些特征反

应和特殊的化学性质．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有机推断的突

破口．例如能发生银镜反应的一定含有醛基、能与碳酸氢钠溶

液发生反应产生气体的一定含有羧基，能与钠反应放出氢气的

一定含有羟基。可能是羧酸、醇或者酚，能发生消去反应的一定

是卤代烃或醇。在解题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根据有关数据推断
官能团的数量．例如：产生1mol氢气对应2mol羟基、生成2mol银

对应1mol醛基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某些产物推知官
能团的位置．比如在解析中遇到能够被氧化为醛或者羧酸的羟

基，一定在链端，能氧化为酮的羟基一定在链中，不能被氧化的
羟基碳上一定没有氢原子等知识．都可以作为我们在解析过程

中的着手点，其他消去反应的实质、不饱和烃加氢后的碳架都

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解析思路．从而完成有机推断题的解析。
三、有机推断题的解析思路和实例分析

从各级考题来看。有机合成题大多以新材料、新药物、

新研究及社会热点问题为载体．进行考查学生运用有机知

识的技能，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对新生事物加以重视。从试
题来看．在很多题目中。有机合成路线的选择可以根据题

目给出的信息进行合理的设计。在很多的推断题中，我们
可以采用逆推法。当然有时也可采用顺推法。根据题目中

给出的既定物质。依据信息一步一步进行推断，从而得出
题目中所涉及的物质的基本结构和对应的官能团的结构

和有机反应类型。当在有机推断中遇到高分子化合物时，
我们要明确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可以来自缩聚或者加聚。其

对应的单体和高聚物的互推在各级命题中是一个考查热
点．我们要注意根据这些高分子化合物的形成过程和单体

结构进行推断。下面以2013年山东高考中的一道选择题为

例进行分析：

莽草酸可用于合成药物达菲，其结构简式如图，下列关于
莽草酸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分子式为C7H605
B．分子中含有两种官能团

C．可发生加成和取代反应
ID

D．在水溶液中羟基和羧基均能电离出氢离子

解析：由莽草酸的结构可以推知其化学式为C，H．。0；，所以

A是错误的．然后根据其结构进行判定，其分子内含有羧基、羟

基和碳碳双键三种官能团．碳碳双键能发生加成反应、羧基和

羟基都能发生取代反应，所以A、B都不正确，而C正确；在莽草

酸中的羧基能电离出氢离子，而羟基属于醇羟基，不能电离出
氢离子，因此D选项也是错误的。故答案为C。

点评：本题是一道选择题，从题目的设置来看，主要考查

了官能团的结构与性质的关系．但是在审题中一定要注意莽

草酸结构中的六元环不是苯环，因此羟基不是酚羟基，不能电

离出氢离子，且要注意羧基和羟基的不同，因此如果用莽草酸

合成达菲，则必须从莽草酸中官能团的性质进行推断，进而得
出合理的合成流程。

总之，我们在有机化学教学中要紧抓基础知识这条主线。围
绕结构决定性质这一主题，掌握重要有机反应类型、各种重要

官能团的结构和性质，理解有机物化学式和结构简式的确定方
法．并熟练写出一些重要的化学方程式，只有掌握这些最基本

的知识，才能够决胜高考。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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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难以理解的人体复杂结构尽量形象化．实体化，增加学生的

感性认识，有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实验课充分发挥解剖实验
室的优势。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提供更多的尸体标本
供学生解剖操作，开放实验室，配合实验课教学，方便学生自
学和课后复习。学生利用尸体解剖操作，观察实物标本和模型

等直观教具．使学生对人体各系统器官的位置、形态及毗邻关
系的学习有立体感和透视感，同时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改变以往以“灌输”为主的

讲授方式，践行以“学生为主，能力为主”的教学总思路。要积

极创建“教、学、做”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在基础课课

教学期间尽早、更多地接触临床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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