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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近几年高考理综化学全国卷和各省

区自主命题卷中的有机试题，不难发现，有机

考题的共同点是取材新颖，考查灵活，从多角

度全方位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又注重

联系生产、生活、医药、新科技等方面，是高考

的重点也是热点。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谈谈高

考有机化学试题的考查问题和备考建议，供

同学们参考。

霈一、命题趋势
1．考查有机化学主干知识

选择题主要侧重考查常见有机物的命

名、有机反应类型判断、同系物的概念、同分

异构体的概念及书写、常见有机物的鉴别、官

能团的性质和新物质的性质推断等有机化学

主干知识。

2．考查有机化学推断能力

目前有机物推断型试题的命制主要以有

机合成为载体，常常提供部分合成路线和信

息，考查学生运用有机物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推理能力。

3．以官能团转化为核心的能力考查

近年高考中，有机合成型试题的命题特

点是将官能团的种类、位置和有机物性质变

化融为一体，向信息型、能力型方向发展，具

有较强的综合性：该类试题一般以有机物官

能团变化为核心，侧重考查学生从试题提供

的新信息中准确提取有用信息，并与已有知

识内容进行整合，从而正确解答化学问题的

能力。

黪二、解题密码
1．从有机物的性质特征找解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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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性质

①能溶于水的有机物有甲醇、乙醇、甲

醛、乙醛、甲酸、乙酸、乙酸盐、乙二醇、丙三

醇、乙二醛、乙二酸等。

②难溶于水的有机物有烃、卤代烃、酯

类、硝基化合物等；比水轻的有烃、油脂等，比

水重的有硝基苯、溴苯、四氯化碳、溴乙烷等。

③苯酚的溶解具有特殊性：常温时微

溶，65 c|C以上与水任意比互溶。

④通常状况下为气体的有机物：碳原子

数小于或等于4的烃、甲醛、一氯甲烷、新戊

烷等。

(2)化学性质

①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的有机

物有烯烃、二烯烃、炔烃、甲苯、乙苯、苯酚、乙

醇、乙醛、液态油脂、葡萄糖等。

②能使溴水褪色的有烯烃、二烯烃、炔

烃、液态油脂、苯酚等。

⑧显酸性的有机物有酚类、羧酸类，显

两性的有机物有氨基酸。

④能与Na0H溶液发生反应的有机物

有卤代烃、酚类、羧酸类、酯类、氨基酸。

⑤能发生银镜反应或与新制的

cu(OH)：悬浊液反应的有醛类、甲酸类、葡

萄糖、麦芽糖等含有醛基的物质。

⑥能发生水解反应的有机物有酯类、卤

代烃、除单糖外的糖类、蛋白质等。

⑦能发生消去反应的有机物有醇类和

卤代烃。

⑧能与金属钠反应的有机物有醇类、酚

类、羧酸类等物质。

⑨能发生显色反应的有：苯酚遇F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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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显紫色，淀粉遇碘单质显蓝色，含苯环的 的消去反应。 囊熬

蛋白质遇浓硝酸显黄色。 (3)在o：／cu和加热的条件下，发生的 ；骜建

2．从有机物反应的条件特征找解题 是醇的催化氧化反应。 器豢

密码 (4)甲苯在光照的条件下与Cl：、Br：发 。?：2

(1)在浓硫酸存在的条件下，若为 生的是侧链上的取代，在Fe作催化剂的条件 篓

170℃，发生的是醇的消去；若为140℃，发 下发生的是苯环上的取代；一般有机物与 三

生的是醚的生成；若为50℃一60℃，发生的 cl：、Br：在光照条件下发生的都是取代反应。 、一：

是苯环上的硝化；若为加热，发生的是酯化反 (5)苯能萃取溴水，在Fe作催化剂的条

应；若是稀硫酸条件下加热，发生的是酯的 件下，与液溴发生取代反应生成溴苯。

水解反应。 (6)甲酸与新制的Cu(0H)：悬浊液常

(2)在NaOH溶液加热的条件下，一般 温下发生复分解反应，煮沸发生氧化反应，

发生的是酯或卤代烃的水解反应；如果是 有砖红色沉淀(cu：0)生成。

NaOH醇溶液加热条件下，发生的是卤代烃 3．从有机物的衍变关系找解题密码
CH，CH、 CH、CH，0Na CH，CHCl2 CH3CCl、

4．从有机物的结构特征找解题密码

(1)碳链的变化

①碳链的增长：有机物与HcN的加成

或不饱和化合物之间的加成、聚合、酯化反应

等均能使碳链增长。

②碳链的变短：烃的裂化、裂解，苯的同

系物、烯烃、炔烃、二烯烃的氧化等反应均能

使碳链变短。

③成环：酯化、脱水、缩合等反应均有可

能使物质形成环状。

(2)官能团的引入

①引人羟基(一0H)：烯烃与水的加成，

醛(酮)与氢气的加成，卤代烃、酯的碱性水

解等。

②引入卤原子(一x)：烃的卤代，不饱

和烃与Hx、x：的加成，醇与Hx取代等。

③引入双键或三键：某些醇或卤代烃的
＼ ／

消去可引人“C—C”或“一C三C一”。
／ ＼

④引入一CHO的方法：烯烃氧化、某些

醇的催化氧化。

⑤引入一C00H的方法：醛被0：或银氨

溶液或新制Cu(0H)：悬浊液氧化、酯在酸性

条件下水解、苯的同系物被酸性KMnO。溶液

氧化。

(3)官能团的消除

①通过加成反应可消除不饱和键。

②通过加成、氧化反应可消除醛基。

③通过水解反应可消除酯基、卤原子、

肽键。

④通过消去、氧化或酯化反应等消除

羟基。

(4)官能团的转化

①利用烃及其衍生物之间的转化关系

进行衍变。

如：醇』卫醛尘生羧酸；
②通过化学反应可使官能团数目增多。

如：CH3 CH2 0H—}CH2一CH2—}ClCH2

CH2 Cl—HOCH2 CH2 0H一0HC—CHO—
H00C—C00H

③根据题目所给信息或是某种手段，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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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变官能团的位置。

如：CH3 CH2 CH2 Cl_÷CH3 CH—CH2_

CH3CHClCH3

◇三、考题剖析
命题点一：考查主要官能团结构和性质

的试题

弩例1有机物x和Y可作为‘‘分子
伞”给药载体的伞面和中心支撑架(未表示

出原子或原子团的空间排列)。

H

X(C24H4005)

H2 NCH2 CH2CH2NHCH2CH2CH2CH2NH2

Y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1 mol X在浓硫酸作用下发生消去反

应，最多生成3 mol H，0

B．1 mol Y发生类似酯化的反应，最多

消耗2 mol X

C．x与足量HBr反应，所得有机物的分

子式为C24H3702Br3

D．Y和癸烷的分子链均呈锯齿形，但Y

的极性较强

南解析本题考查有机物的结构和反
应类型的判断，意在考查学生对有机物结构

的分析和应用能力。1 mol x中含有3 m01

醇羟基，因此在浓硫酸作用下发生消去反应

时，最多可生成3 mol H：0，A项正确；Y中

“一NH，与一NH一”中H原子可与x中羧基

发生类似酯化反应的取代反应，结合x、Y结

构简式可知1 mol Y发生类似酯化反应的反

应，最多可消耗3 mol x，B项错误；x与HBr

在一定条件下反应时，一Br取代x中一OH，

c项正确；Y中含有氨基，因此极性大于癸

烷，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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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答案B
方法点拨：近几年来，以新科技、新医药

和新材料为背景考查有机物官能团性质的题

目成为高考命题的热点和亮点。考查的有机

物质常常含有多种官能团，涉及有机知识较

多，综合性较强。解答该类题目应熟练掌握

各种官能团的性质，在此基础上还需细心审

题，防止思维不全面而导致错误。

命题点二：考查有机合成与推断的试题

鼙例2化合物A(分子式为c。H。o)
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在空气中易被氧化。

A的有关转化反应如下(部分反应条件略

去)：

H

已知： ① R—Br 去 R—MgBr

0

|1
1) C

／＼
R’ R”

2)H20

R’ R”
＼／

C
／＼

R 0H

R
＼
C—CH，

／
‘

R
＼

② ．c—O
／
R

R

(R表示烃基，R’和RJ，表示烃基或氢)

(1)写出A的结构简式：——。
(2)G是常用指示剂酚酞。写出G中含

氧官能团的名称：——和——。
(3)某化合物是E的同分异构体，且分

子中只有两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写出该化

合物的结构简式： (任写一

种)。

(4)F和D互为同分异构体。写出反应

E—F的化学方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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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H，旦cH，cH，Br±坚H，C—CH，——_CH，CH，Br————二二：j

露解析本题是一道有机合成题，着

Hc-}L}吣或三戳。咿r卜r吣或H≯犬九。。
m m 1与。 屿

E。F的化学方程式为瞅cH3睾

给信息①，结合题给原料《沪oH、HcHo

化学·特别策划 ．

化为( 卜oH，再转化为( 卜Br，从而

形成( 卜MgBr，再与HcHo在一定条件

下发生反应得< 卜cH：oH，最后发生催化

氧化可得(．卜cHo。在合成路线设计时

要注意反应条件的正确书写。

湖黪答案(1)(2)(3)(4)见解析

(5)鼢oH 去poH————————————_+I}一I-HNi，高温高压＼_／⋯

o L广既ij蕾L广MgBr
罟pCH20H去p㈣—二——叫(>_一CH，OH——_二—斗(卜一CH02)H，0＼_／ 2

Cu．△＼一／
方法点拨：解答有机推断题时．首先要认

真审题，分析题意，分离出已知条件和推断内

容，弄清被推断物和其他有机物的关系，以特

征点作为解题突破口，结合信息和相关知识

进行推理，排除干扰，作出正确推断，一般可

采取的方法有：顺推法、逆推法、多法结合推

断(综合应用顺推法和逆推法)等。解答有

机合成题时，首先要判断待合成有机物的类

别、带有何种官能团，然后结合所学知识或题

给新信息，分析得出官能团的引入、转换、保

护或消去的方法，从而找出合成该有机物的

关键。

◇四、备考建议
有机化学是中学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点是物质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与生产生活

联系密切、知识点多，是复习的重点和难点。

根据知识的特点，这就要求高三学生在复习

时加强对基础知识的落实，侧重能力的培养，

做到“以考纲为指导，以课本为基础，以能力

培养为核心”。具体体现以下四点：

1．细查考点，回归课本

近几年高考有机化学命题特点是回归基

础、回归课本。课本是高考命题的依据，许多

试题都能在课本中找到原型或“影子”。无

论高考试题如何命题，大部分知识都会落到

，。·◆—_，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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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知识的考查上，所以，学生在高考复习
； 中要仔细对照考纲的要求，把主要精力投入

到对基础知识的夯实上，切不可好高骛远，钻

研“偏”、“难”、“怪”、“新”的试题，浪费时

间、精力，得不偿失。

2．学会归纳，构建网络

有机化学中涉及的有机物多，知识点多，

需记忆的内容也多，但有机化学内容又有很

好的内在联系，如贯穿有机化学的一条主线

是“具有相同官能团的一类有机物的性质相

似”，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一规律就能“以一知

十”?第一轮复习主要是夯实基础，可以以

官能团为主线，把有机化学知识按“脂肪烃

(烷、烯、炔)一芳香烃一卤代烃一醇一酚一

醛一羧酸一酯一油脂一糖类_÷蛋白质一高分

子化合物”的顺序，将各类代表物质的物理

性质、代表物的分子式和结构简式、主要化学

性质、用途进行一次彻底梳理；第二轮复习则

要把握有机化学的重点和高考热点，抓住

“物质性质与用途”、“同分异构体”、“有机反

应类型”、“有机推断与合成”、“有机实验”等

专题，进行知识的网络构建，将知识系统化、

条理化。

3．突破信息，加强训练

在有机化学复习中，学生特别要重视对

近年高考有机化学信息题进行专题研究，学

会对题给信息进行提取和加工处理，提高综

合分析能力。通过对典型问题的训练，理解

和掌握信息加工的要点，进而吸收处理、去繁

求简，使问题得到解决，达到训练和思维优化

的目的。另外，要重视对有机化学推断题的

研究，在“如何找准突破口”、“如何推理，找

出头绪”等方面进行训练，学会分析题给信

息，即反应信息、结构信息、数据信息和隐含

信息，做到整理信息、提炼信息、运用信息、得

出结论、正确表达。

4．狠抓规范，注重表达

有机试题解答中使用的符号多，对书写

的规范性要求很高。规范作答既是答卷、做

题的良好习惯，也是一种能力和技巧，包括字

迹工整清晰、步骤规范、用语规范等。在复习

中，要减少随意性，注重规范性，减少不必要

的失分。在近几年的高考卷中考生出现的主

要问题有：①结构式、结构简式、分子式混

写；书写分子式、结构简式时少写氢或多写

氢。②官能团的名称书写上出现错别字，如

“酯化反应”写成“脂化反应”，“碳碳双键”

写成“炭炭双键”等。③取代基位置连接错

误。竖直排列时共价键的短线写在C、H两

原子的中间。④方程式书写不完整，如漏写

反应条件，漏写小分子等。⑤书写同分异构

体时出现漏写或重写。以上不规范书写都会

导致失分。这就需要同学们在平时的练习、

作业、训练中养成规范作答的好习惯。

总之，通过分析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可知

有机化学的命题特点是依据考纲、抓住课本、

立足基础。因此，在今后的复习中我们要进

一步强化基础、注重思维、提高能力、规范答

题，把握有机化学知识的内在联系，不断寻找

解决问题的密码因子，不断总结解题的有效

方法和对策，从而达到复习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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