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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离子反应问题是高考热点之一，总结离子反应问题常见类型及解答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快速准确解题，本
文总结了三种主要离子反应类型，即离子方程式正误判断型、离子共存型、离子推断型的相应解题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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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总结离子反应问题的几种常见类型，指出其
相应的解题策略，供参考 .

一、离子方程式正误判断型

例 １　 （２０１１ 年新课标）能正确表示下列反应的
离子方程式为（　 　 ）

Ａ. 硫化亚铁溶于稀硝酸中：ＦｅＳ ＋ ２Ｈ ＋ Ｆｅ２ ＋ ＋
Ｈ２Ｓ↑

Ｂ. ＮＨ４ＨＣＯ３ 溶于过量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中：ＨＣＯ
－
３

＋ ＯＨ － ＣＯ２ －３ ＋ Ｈ２Ｏ
Ｃ. 少量 ＳＯ２ 通入苯酚钠溶液中：Ｃ６Ｈ５Ｏ

－ ＋ ＳＯ２
＋ Ｈ２Ｏ Ｃ６Ｈ５ＯＨ ＋ ＨＳＯ

－
３

Ｄ. 大理石溶于醋酸中：ＣａＣＯ３ ＋ ２ＣＨ３ＣＯＯＨ
Ｃａ２ ＋ ＋ ２ＣＨ３ＣＯＯ

－ ＋ ＣＯ２↑ ＋ Ｈ２Ｏ
解析　 选项 Ａ中稀硝酸具有氧化性，能将 Ｆｅ２ ＋和

Ｈ２Ｓ氧化，同时有 ＮＯ生成；选项 Ｂ中 ＮＨ
＋
４ ＋ ＨＣＯ

－
３ ＋

２ＯＨ － ＣＯ２ －３ ＋ ＮＨ３·Ｈ２Ｏ；选项 Ｃ 中酸性 ＨＳＯ
－
３ ＞

Ｃ６Ｈ５ＯＨ，２Ｃ６Ｈ５Ｏ
－ ＋ ＳＯ２ ＋ Ｈ２Ｏ ２Ｃ６Ｈ５ＯＨ ＋ ＳＯ

２ －
３ ，

故选 Ｄ.
例 ２　 （多选）（２０１３ 高考海南卷）能正确表示下

列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Ａ. ＮＨ４ＨＣＯ３ 溶于过量的浓 ＫＯＨ 溶液中：ＮＨ

＋
４ ＋

ＨＣＯ －３ ＋ ２ＯＨ
－ ＣＯ２ －３ ＋ ＮＨ３↑ ＋ ２Ｈ２Ｏ

Ｂ. 向明矾溶液中滴加 Ｂａ（ＯＨ）２ 溶液，恰好使
ＳＯ２ －４ 沉淀完全：２Ａｌ

３ ＋ ＋ ３ＳＯ２ －４ ＋ ３Ｂａ２ ＋ ＋ ６ＯＨ －

２Ａｌ（ＯＨ）３↓ ＋ ３ＢａＳＯ４↓
Ｃ. 向 ＦｅＢｒ２溶液中通入足量氯气：２Ｆｅ

２ ＋ ＋ ４Ｂｒ －

＋ ３Ｃｌ２ ２Ｆｅ３ ＋ ＋ ２Ｂｒ２ ＋ ６Ｃｌ
－

Ｄ. 钠与 ＣｕＳＯ４ 溶液反应：
２Ｎａ ＋ Ｃｕ２ ＋ Ｃｕ↓ ＋ ２Ｎａ ＋

解析　 选项 Ａ 中 ＯＨ －过量，所以 ＮＨ ＋４ 和 ＨＣＯ
－
３

按 １∶ １ 参加反应，正确；选项 Ｂ 中明矾 ＫＡｌ（ＳＯ４）２·
１２Ｈ２Ｏ中 ２ 个 ＳＯ

２ －
４ 消耗 ２ 个 Ｂａ（ＯＨ）２，４ 个 ＯＨ

－与

１ 个 Ａｌ３ ＋反应生成 ＡｌＯ －２ ，Ｂ 选项错误；Ｃ 选项中氯气

过量，Ｆｅ２ ＋与 Ｂｒ －按 １∶ ２ 参加反应，正确；Ｄ选项中，钠
先于水反应生成 ＮａＯＨ，ＯＨ －再与 Ｃｕ２ ＋生成Ｃｕ（ＯＨ）２
沉淀，故 Ｄ错误 .

点评　 离子方程式正误的判定是考查元素化合
物知识的重要题型，重点考查离子反应条件，离子方

程式的书写方法及“守恒”原则 .
二、离子共存型

例 ３　 （２０１４ 年高考广东卷）水溶液中能大量共
存的一组离子是（　 　 ）

Ａ. Ｎａ ＋、Ｃａ２ ＋、Ｃｌ －、ＳＯ２ －４ 　
Ｂ． Ｆｅ２ ＋、Ｈ ＋、ＳＯ２ －３ 、ＣｌＯ

－

Ｃ. Ｍｇ２ ＋、ＮＨ ＋４ 、Ｃｌ
－、ＳＯ２ －４

Ｄ. Ｋ ＋、Ｆｅ３ ＋、ＮＯ －３ 、ＳＣＮ
－

解析　 Ｃａ２ ＋与 ＳＯ２ －４ 生成微溶的 ＣａＳＯ４ 不能大量
共存，Ａ错误；酸性条件下 ＣｌＯ －与 Ｆｅ２ ＋、ＳＯ２ －３ 因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不能大量共存，Ｂ 错误；Ｆｅ３ ＋与 ＳＣＮ －发
生络合反应不能大量共存，Ｄ 错误；选项 Ｃ 中四种离
子互不反应，能大量共存，故选 Ｃ.

例 ４　 （２０１１ 年高考江苏卷）常温下，下列各组离
子在指定溶液中一定能大量共存的是（　 　 ）

Ａ. １. ０ｍｏｌ ／ Ｌ的 ＫＮＯ３ 溶液：Ｈ
＋、Ｆｅ２ ＋、Ｃｌ －、ＳＯ２ －４

Ｂ. 甲基橙呈红色的溶液：ＮＨ ＋４ 、Ｂａ
２ ＋、ＡｌＯ －２ 、Ｃｌ

－

Ｃ. ｐＨ ＝１２ 的溶液：Ｋ ＋、Ｎａ ＋、ＣＨ３ＣＯＯ
＿、Ｂｒ －

Ｄ. 与铝反应产生大量氢气的溶液：Ｎａ ＋、Ｋ ＋、
ＣＯ２ －３ 、ＮＯ

－
３

解析　 ＮＯ －３ 、Ｈ
＋共存具有强氧化性，Ｆｅ２ ＋会被氧

化为 Ｆｅ３ ＋，Ａ 错误；甲基橙呈红色，说明溶液呈酸性，
则 ＡｌＯ －２ 不能大量共存，Ｂ错误；与铝反应产生大量氢
气的溶液，说明溶液可能为酸性，也可能为碱性，若为

酸性，则 ＣＯ２ －３ 不能大量共存，且存在 ＮＯ
－
３ 也无法得

到大量氢气，Ｄ错误 . 故选择 Ｃ.
点评　 解答离子共存性问题的本质是利用离子

反应条件对所给离子能否相互发生反应进行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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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子推断型

例 ５　 （２０１１ 年高考四川卷）甲、乙、丙、丁四种易
溶于水的物质，分别由 ＮＨ ＋４ 、Ｂａ

２ ＋、Ｍｇ２ ＋、Ｈ ＋、ＯＨ －、
Ｃｌ －、ＨＣＯ －３ 、ＳＯ

２ －
４ 中的不同阳离子和阴离子各一种组

成，已知：①将甲溶液分别与其他三种物质的溶液混
合，均有白色沉淀生成；②０. １ｍｏｌ ／ Ｌ乙溶液中 ｃ（Ｈ ＋）＞
０. １ｍｏｌ ／ Ｌ；③向丙容器中滴入 ＡｇＮＯ３ 溶液有不溶于稀
ＨＮＯ３ 的白色沉淀生成，下列结论不正确的是（　 　 ）

Ａ. 甲溶液含有 Ｂａ２ ＋ 　 　 　 Ｂ. 乙溶液含有 ＳＯ２ －４
Ｃ. 丙溶液含有 Ｃｌ － 　 　 　 　 Ｄ. 丁溶液含有 Ｍｇ２ ＋

解析　 根据②中的信息可知乙是二元酸，故乙是
Ｈ２ＳＯ４；根据③中的现象，可以推知丙中含有 Ｃｌ

－；结

合①中提供信息，甲与其他三种物质混合均产生白色
沉淀，可推出甲是 Ｂａ（ＯＨ）２，乙是 Ｈ２ＳＯ４，丙是

ＭｇＣｌ２，，丁是 ＮＨ４ＨＣＯ３. 故 Ｄ错误 .
四、离子检验型

例 ６　 （２０１１ 年高考海南卷）下列固体混合物与
过量的稀 Ｈ２ＳＯ４ 反应，能产生气泡并有沉淀生成的是
（　 　 ）

Ａ. ＮａＨＣＯ３ 和 Ａｌ（ＯＨ）３ Ｂ． ＢａＣｌ２ 和 ＮａＣｌ
Ｃ. ＨＣｌＯ３ 和 Ｋ２ＳＯ４ Ｄ． ＮａＳＯ３ 和 ＢａＣＯ３
解析　 Ａ项，有 ＣＯ２ 气体产生，但无沉淀生成；Ｂ

项，有 ＢａＳＯ４ 沉淀生成，但始终无气体产生；Ｃ 项，既
无气体产生也无沉淀产生，故选 Ｄ.

点评　 离子检验型题目主要根据离子的特征反
应，选择适当的试剂和步骤，或者根据有关实验现象，

对溶液中可能存在的离子做出正确的判断 .

高中化学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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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拟回顾“化学平衡移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反思、研讨新课程背景下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设计，提高课
堂的有效性，真正将教学过程回归本真，走到质朴唯美的教育发展道路上来，抓住根本，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健康的成长为根本，向学生的未来成长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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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材与学情分析
本节课教学内容为苏教版《化学反应原理》专题 ２

第 ３单元．经过《必修２》以及《化学反应原理》之前的学
习学生已经了解了可逆反应、化学平衡状态以及化学

平衡常数；本节课着重研究改变条件对可逆反应的影

响，来认识平衡移动的过程，并且了解化学平衡状态对

生活和生产很多实际的应用，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学

生能初步形成平衡移动有关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平衡

移动的理解．为化学 ２（必修）中的电解质溶液知识、选
修模块《化学反应原理》的学习打基础．为后续学习打
好基础．因此，本阶段承上启下，非常重要．

二、教学目标确立

基于核心素养的培养，本节课确立了三方面的学

习目标：

１．除了掌握基本概念及平衡移动原理外，通过理
解勒夏特列原理对平衡移动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
２．通过实验探究浓度、温度、压强、催化剂对化学

平衡的影响，培养学生利用实验探究、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３．以小组合作学习为方法，通过体验“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形成方法 ”的过程，培养科学精神、合作精

神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素养．
三、学习者特征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过化学平衡的知识，对化学平衡状

态能够进行判断，并可以用化学平衡常数进行相关计

算．考虑到本单元内容结束后，书本知识虽完成，但是
实际上还是有图像、等效平衡、工业应用等较多内容，

而且相对难度较大，所以这部分内容教学过程宜简明

扼要，深入浅出，建立学生明晰的思维过程．故本单元
书本知识设计 １ 课时，旨在建立学生对平衡移动基本
内容的知识框架．在后续教学中，将进行“工业应用”、
“图像专题”、“等效平衡”等内容的教学，把化学平衡

移动的知识落实得更加科学和深刻．
四、课堂学习

结合这部分内容教学要求及课程特点设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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