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墨烯晶体中，每个 Ｃ 原子连接 ３ 个六元环，每个六

元环占有 ２ 个 Ｃ原子．

三、结语

高中化学知识杂、难、多，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

宏观引导，切记遗漏，尤其是化学教材非正文部分，并

引导学生在学习当中学会使用这些知识点进行解题，

使化学学习有迹可循，有“法”可依，进一步提高学生

学习的质量．文章结合以上高考题，通过事实进而论

证．教师通过对化学教材非正文知识讲解过程中，长

期以往，可培养学生的一些严谨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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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理综化学大题计算建模

云南省巍山县第二中学  ６７２４０１  赵旭东

  摘 要：对化学计算题进行建模可以抓住题型的特点，使解题方法模式化、具体化．通过对考纲、考题的研究归纳和
总结，可以将化学大题计算进行一般化的建模，进而使解题过程在考试中变得更加简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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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技能、方法同样重要．建立解题模型（以下

简称建模）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建模使解题方法具体

化、模式化，有助于学生掌握和运用，学生一旦熟练甚

至不需要思考“怎么做”就能直接上手，为考试赢得更

多时间．

一、理综化学大题计算的不幸遭遇

高考备考复习中，很多教师、学生由于计算耗时

多、数据计算易错就轻易地放弃．几次考试后，学生产

生错觉：理综化学大题计算很难突破．然而这些计算，

往往有固定的解题模型、做题时思维强度不大、与其

它部分联系不大甚至没有联系———不看题目其它内

容直接就能做题．

利用解题模型突破理综化学大题计算并不难．要

突破理综化学大题计算，先要让学生真正重视，这就

需要老师深刻认识高考中大题计算的重要位置，然后

引导学生产生共鸣．

二、研究高考题，把握大题计算的设置

２０１７ 年高考理综化学大题计算设置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全国高考课标卷理综化学大题计算设置情况

题号 计算内容 赋分值

全国Ⅰ

２６  ．（５） 计算样品中 Ｎ％、样品纯度 ４  
２７  ．（５） 溶度积常数 KＳＰ相关计算 ３  
２８  ．（２） 计算△H（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４  

２８  ．（３）① 计算转化率 α、平衡常数 K ４  

全国Ⅱ

２６  ．（４） 计算水泥样品中 Ｃａ％ ２  
２７  ．（１） 计算反应热△H ２  
２８  ．（４） 计算溶解氧的含量 ２  

全国Ⅲ

２６  ．（２）③ 计算晶体中结晶水数目 ２  
２７  ．（５） 计算产率 ２  
２８  ．（３） 计算反应热△H ２  

２８  ．（２）④ 平衡常数 K ２  

  高考理综化学大题计算是必考内容，一般赋分值

每空 ２分，设置 ３ -５空．通过对比近三年的高考理综

化学大题计算的设置，不难发现“考什么”“怎么考”．

为什么大题计算是必考内容？ 从《考纲》上能找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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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２０１７ 年全国高考理综Ⅰ、Ⅱ、Ⅲ卷与 ２０１６ 年

比较，２０１７ 年高考大题计算的考查内容增加．为什么

会有这个变化呢？ 同样可从《考纲》上能找到原因．

三、研究考纲，理解考纲与高考题的联系

各年的《考纲》对表一中所列的计算都有明确的

表述．《２０１７ 年高考考试大纲理综· 化学》在“化学学

科特点和基本研究方法”中描述“定量研究方法是化

学发展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标志”，显然 ２０１７ 年高考理

综化学大题计算增加，恰恰就是体现了这一点．

四、总结归纳相关计算的解题模型

下表是理综化学大题计算的常见的解题模型．
表 ２ 高考理综化学大题中计算类型与解题模型

计算类型 解题模型

利用盖斯定律计 算 反

应热
找关系式，列式计算

利用键能计算反应热

在化学方程式化学式下写对应的化学

键及数目，之后再写键能 ×键数，△H ＝

反应物总键能之和 -生成物总键能

之和

利用能量图计算反应热 学会看图、识图

样品纯度和（某物 ＡＢ 的
质量占样品质量的百分

比）

利用概念、公式进行计算：

ω＝ m（ＡＢ）m（样品）
×１００％

样品中某元素的质量分

数（某元素 Ａ 的质量占
样品质量的百分比）

利用概念、公式进行计算：

ωm（Ａ）
m（样品）

×１００％

转化率

三段式及利用概念、公式进行计算：

a＝n 参加反应（Ａ）
n 总（Ａ） ×１００％

平衡常数

三段式及利用概念、公式进行计算：

k＝生成物平衡浓度的系数次方之积
反应物平衡浓度的系数次方之积

溶度积常数

①写出溶解平衡方程式．

②写出 K ｓｐ表达式．

③找出表达中已知量、未知量、待求量．

④利用已知题，求解未知量．

⑤求解待求量．

（熟练后前四步只需在脑海中再现，不

需写出）

续表 ２

计算类型 解题模型

结晶水含量

一般要理解热重法，会用图 （热重曲

线）、题干中的已知条件 （质量变化

等），再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

氧化还原滴定

往往会涉及多步反就的计算，可通过电

子转移守恒、原子守恒或化学方程式找

到关系关系式，用关系式进行计算．

  五、帮助学生建模，并在考试中运用

用典型题目，让学生感知到理综化学大题计算有

解题模型，体验到用模型解题，很快就能上手，甚至不

加思索就能做．进而产生建模的愿望．为便于学生树

立信心，获得成功感，可从计算反应热作为切入点，然

后，逐个突破．

六、运用中常见的问题及对策

１．不会做．原因：对概念、原理不理解．对策：帮助

学生理解概念，利用概念的数学表示式建型．

２．耗时多，觉得不划算，而不去做．对策：帮助学

生学会正确的舍弃．很多学生考理综时，有思路却没

时间、有时间却没思路．应该让学生尝试，舍弃“有时

间没思路”的题，去做有思路的题；假以时日，自会熟

能生巧，耗时就会少．只要平时功夫练到家，高考时得

分的可能性就很大．

３．数据计算经常出错，花了时间拿不到分，而放

弃化学计算．对策：细心能克服数据计算错误，马上检

查能纠正错误．

４．读题、审题出错．对策：

（１）用笔指着读（源于为克服小学生注意力容易

分散，而用的“指读法”）；

（２）考后抄题再做，抄题有助于学生读题、审题能

力的提高；

（３）考后分析错因，并作记录，经常“重温”错误．

理综化学试题中，不仅大题计算有解题模型，其

它有些考点也有，值得尝试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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