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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反应考查总汇

江西省于都县于都二中 (342300) 李三发

氧化还原反应是中学化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在高

中阶段氧比还原反应分三次学习并层层递进．在必修一中分两

个阶段分别学习氧化还原的基本概念和氧化还原方程式的配

平；在必修2和选修4中分层次学习原电池和电解池，而原电

池和电解池都是化学能与电能的相互转化，离不开氧化还原反

应．可以是看作为氧化还原反应的相关概念在原电池和电解池

中的应用，也可以说是氧化还原知识的升华．三个阶段是层层

相扣．不断提高．高考中氧化还原反应的考查也是重点知识之

一．高考中直接考查氧化还原反应的题有选择题中一道专门考

查，非选择题中一般一到两个空格是写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

式或是写电子转移等氧化还原反应的相关知识；另外还有一些

题中会涉及到氧化还原反应的知识，如离子共存题、阿伏加德

罗常数等题中都有相关的考查，大约每年都在15分左右．本文

从高考中最多考查形式来归纳氧化还原反应的考点知识．

一、考查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基本概念比较多，可以包括如下内容：

氧化还原反应的判断、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剂还原剂判断、氧

化还原反应中氧化性与还原性的比较、氧化还原反应的分析方

法主要是双线桥法、原电池中正负极发生反应是氧化反应还是

还原反应的判断以及电解池中阴阳极发生反应是氧化反应还

是还原反应的判断和书写等．

例1 NaBH。含有BH；离子(H为一1价)而具有极强的

还原性．在电镀工业中可用它作还原剂在金属等表面进行镀

绦，可得到耐腐蚀、坚硬的保护层(3Ni，B+Ni)，反应方程式为：

20NiCl2+16NaBH4+34NaOH+6H20一2(3Ni 3B+Ni)
+10NAB(OH)4+40NaCl+35H2 T

关于该反应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①B元素在反应前后化合价不变；

⑦(3Ni、B+Ni)是还原产物，H，是氧化产物；

(爹每生成1 tool H：时，转移的电子数为2 mol；

④NaBH。的还原性强于H 2；

(》H：中的H元素来自于NaBH。和H20

A．①②③ B．Q)④⑤l c．②③④ D．②③⑤

解析B元素在反应前化合价是+3价，反应后Ni，B中的

B元素化合价是一3价，所以①不正确；在反应中，H：部分来自

于一I价的氢，部分来自于+1价的氢，在生成35 molH：时，其

c|'64个氢来自于一l价的氢，即生成35 mol氢气时转移了

64 mol电子，所以②③都不正确．

答案：A

二、考查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一是考查方程式书写时的反

应物与生成物的判断，可是根据化合价变化的规则判断，也可

以是通过氧化性或还原性的比较进行判断；二是考查氧化还原

反应方程式的配平，它主要是考查氧化还原反应中化合价升降

总数相等或者说是电子得失数目相等以及化学反应中的原子

数目守恒的知识．

例2第四周期的副族元素钒在材料科学上有着重要的

用途．被誉为“合金维生素”；已知钒的原子序数为23，回答下

列问题：

(1)钒被认为是一种稀土元素，广泛分布于各种矿物中，钾

钒铀矿中的钒原子最外层已达8电子稳定结构，其化学式为

K!H。u2V：015’其中U化合价为+6价，若用氧化物的形式表

示，该化合物的化学式为——．

(2)测定钒含量的方法是先把钒转化为V205，V205在酸

性溶液中转化为vo；，再用盐酸、硫酸亚铁、草酸等测定钒．请

配平下列反应式：

——vo；——H2C204=——V0++——c02 t+——

H!O

其中还原剂为——；若消耗0．99草酸，所对应钒元素的质

量为——g．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了①化学式的书写，它是中学教材中

硅酸盐写成氧化物的延伸，关键注意到元素化合价的确定和原

子数目守恒；②配平氧化还原反应要遵循一个原则，即所有的

配平的氧化还原反应都必须是化合价升降总数相等．

(1)由题中所给的条件钒是第23号元素，即它有四个电子

层，但在该化合物中最外层满足了8电子，所以根据核外电子

排面规律可得各层电子数分别为2、8、8，用电子数与原子序数

的差可得到该化合物中钒元素的化合价是+5价，根据化学式

改为氧化物时遵循“二不变”(各元素的化合价不变，各原子个

数不变)的原则，将K：H6u2V：O。5改写为：l(20·V：05’2U03‘

3H20．

(2)根据氧化还原反应中化合价升降总数相等的原则：

vo；一V0+(V价态变化5—3=2)，H：C：O。一c02[C价态变化

为(4—3)X2=2]，因此vo；与H2C：O。各配1．

答案：(1)K20·V205·2U03’3H20；

(2)1，1，1，2，1；H2C：O。；O．51 g．

三、考查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计算

氧化还原反应的计算主要是指计算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

转移数目、计算反应中所需要的氧化剂或是还原剂的绝对量或

是栩对量关系等．

例3将Fe和Cu的混合粉末加入到100 mL4 mol／L稀硝

酸中充分反应后：

(1)最终溶液中还有金属铜剩余，则剩余溶液中一定存在

的阳离子有——，可能存在的阳离子有——．

(2)如果反应后的溶液中没有金属剩余，但存在Fe”，则

溶液中一定存在的阳离子有——，可能存在的阳离子有

．．．．．．．．．．．一●

(3)要使加入的金属全部溶解，则加入的金属混合物的质

量应小于——；

(4)如果加入的金属混合物中铁与铜的比为7：8(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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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则使硝酸无剩余加入的金属质量最小为

解析本题中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活泼性的金属与稀HNO，

反应时存在一定的反应顺序，还要注意到金属铁是变价金属：

①与Fe反应生成Fe“；②与Cu反应生成cuh：③与Fe二+反应

生成Fe”这样的三个过程，所以(1)若反应后有cu剩余，则此

溶液中一定有的阳离子是Fe“，可能有的阳离子是Cu“；(2)

若反应后有Fe”时，则此溶液中一定有的阳离子是Cu“，可能

有的阳离子是Fe“或H+，而这两者不能同时大量存在；(3)相

同质量的铁与铜和硝酸反应，铜消耗酸少一些，即当加入的全

是铜时所需质量最大，由3Cu一8HNO，可解得需cu的质量为

9．6 g，(4)因金属的质量是最少，所t,；Ujtl人的铁要尽量多地耗

酸，所以生成的是Fe”，而则两者的质量比为7：8得到两者的

物质的量之比为1：1，根据Fe一4HNO，，3Cu一8HNO，可解得需

金属的物质的量为0．06 tool，从而可得金属的质量为7．2 g．

答案：(1)Fe2+，Cu2+；(2)Cu“，Fe2+或H+；(3)9．6 g：(4)

7 2 g

化学实验教学如何营造建构主义教学环境

徐州市教师教育中心 (221018) 亓峰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建构主义是一种新型认知理论，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建构主义流派很多，但核心思想是统一的，即认为学习是一

个主动的建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探索知识、

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发现所学知识的实际意义．建构理论认为

学习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引导而实现的知识

体系建构过程．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引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将

学生由原先的被动者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体系的主动

建构人．教师在此过程中，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应当充当

意义建构的促进者和引导者．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包括情景设

置、协作、沟通交流和知识意义建构四个部分．根据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情景、合作、交流等外界因素，发挥

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潜能，最终达到对所学知识融会

贯通、举一反三的目的．

二、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实践

1．利用趣味实验，引发认知冲突，调动学生兴趣

中学生好奇心很强，对新奇、独特的事情饶有兴趣．在教学

中教师可以利用这一心理特征，基于趣味实验呈现出的生动、

奇特的实验现象引发认知冲突，设置悬念，引发学生的学习乐

趣，让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体会到另一种魅力所在．在

讲授酸碱反应和酸碱指示剂的课程中，可设置一个“机密消

息”实验：用毛笔蘸上酚酞溶液，在自纸上写下机密消息内容，

晾干后将喷壶A中的溶液喷洒纸张，红色字体出现，再喷洒喷

壶B中的液体，消息立刻消失．这种若隐若现的现象能充分挖

掘学生好奇心．不过这时的学生兴趣是暂时的，只是停留在直

观印象阶段．进而抛出以下问题，A和B中是什么液体，可否换

顺序，请说明理由．藉由趣味实验引发认知冲突，发掘学生好奇

心，从而引导学生向本质问题靠拢．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乙醇

的“手帕烧不烂实验”。高锰酸钾与浓硫酸的“魔棒点灯”实验

等．心理学研究发现，情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阀门，学生如果能

产生积极的。C-理感受，那么学习化学知识将会是个轻松愉快的

过程．趣味实验营造出和谐宽松的课堂氛围，经过时间积淀，可

以转化为学习的持久动力．

2．利用对比实验，使学生提高注意力，关注细节

对比实验是将同一实验中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实验进行对

比．认知心理学认为，X,-tI：L认识可以使学生印象深刻，使得头脑

处于兴奋状态，原本陈旧单一的演示实验上升Nx,f比实验后，

学生在对比观察中，可以提高关注度，深入细节，抓住主要问题

的主要方面．

在讲述硫酸铜和氢氧化钠验证乙醛性质的实验中，学生总

是对试剂用量漠不关心．可以设置以下两组实验：A同学按课

本要求在试管里加入5％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3 mL。加入3—4

滴浓度2％的硫酸铜试剂，再加入0．5 mL乙醛，加热至沸腾，可

以看到红色沉淀物；B同学加入浓度2％硫酸铜溶液2．5 n·I．，

加入5％的氢氧化钠溶液4滴，再加人0．5 mL乙醛，沉淀物变

成黑色．硫酸铜和氢氧化钠溶液的用量和滴加顺序不同，实验

产物大相径庭，为什么影响这么大?此时，再把氢氧化铜在氯

氧化钠溶液中的稳定性进行详细讲述，让学生明白该物质只能

稳定存在于碱性环境中，也就是保证氢氧化钠过量．分组实验

后，学生对用量会特别注意．

枯燥单一的实验很难引起学生注意，教师要注重实验细

节，巧用对比实验突出核心部分，让学生自己自然而然的集巾

注意力．

3．利用差异性实验，激发学生潜能，重构认知

差异性实验是指实验结果与学生概念相差甚远的实验，这

些实验的反常现象与学生原有认知产生冲突．当学习者不能用

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解释一个现象时，会产生“认知失衡”，从而

产生求知欲．差异性试验通过观察实验现象——激发兴趣——

顺应思维——建构认知的过程，查漏补缺，主动纠错．将学生的

认识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例如，苯酚和CO：的实验教学．不少人联想到CO，和

NaOH反应时，一旦C02过量，会产生NaHCO，，CO，不足时会

产生碳酸钠．也有人觉得苯酚酸性弱，不敢轻易下结论．这时通

过实验证明，无论与苯酚反应的CO：是多是少，产物始终都是

NaHCO，．现代教学表明，学生认知受到局限时，仅仅告诉缺陷

和不足无法彻底改变学生的旧有观念，而应该适当指点迷津，

引导他们找到更新的转折点，避免知识混淆．可以提示学生苯

酚与碳酸钠会发生反应，进而通过实验验证这一说法．

学生思维发展是跳跃性的，而教材编写又要讲究连续性，

利用差异性实验可以引发学生认知冲突，让学生明白自己的知

识漏洞，从而克服思维定势，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总之，教师应根据实验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巧设

玄机，给予学生足够的自主探索和建构知识的机会，使得教与

学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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