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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法与差量法在化学计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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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化学计算中，适当采用计算技巧。可以提高解

题速度及答题正确率。本文主要介绍极值法和差量法在化学

计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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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反应中．经常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相同状

态(固、液、气)下的反应物进行反应时，由于有难溶物或者有
气体生成，造成反应前后混合物的质量或者体积不一样，存在

质量差或者体积差；二是在反应物状态不同的反应中．由于某

种反应物部分参与反应，导致反应前后该物质存在质量差或

者体积差。依据反应前后的质量差或者体积差进行的计算．简
称差量法计算。差量法计算在化学计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例如，对化学反应CuO+H，一Cu+H，0中的固体物质做定
量研究会发现，每80克氧化铜发生反应．同时有64克单质铜生

成，反应前后固体的质量差为16克，对此质量关系可表示为：
Cu0+H， = Cu+H．0 Am

809 649 169

m(CuO) m(Cu) m(CuO)-m(Cu)

m(CuO)／809=[m(CuO)一m(Cu)]／169(正比例关系)

m(Cu)／649=[m(CuO)一m(Cu)]／169(正比例关系)
若取任意量的CuO跟H，发生化学反应。则反应的固体与

生成的固体在量的方面有定量的关系：

CuO+H2=Cu+H20 Am

809 649 169

m(CuO) m(Cu) m(CuO)一m(Cu)

m(CuO)／809=[m(CuO)一m(Cu)]／169(正比例关系)
m(Cu)／649=[m(CuO)一m(Cu)]／169(正比例关系)
例1：有1009CuO黑色粉末，与一定量的H，在加热条件下

反应后，称量所得固体质量为929，则生成单质铜的质量为多
少?参加反应的H，体积为多少?(标准状况)

[解析]利用差量法

CuO+H2=Cu+H20 △m

22．4L 649 169

V(H2) m(Cu) 1009-929

22．4L／V(H2)=16∥(1009一929)

解得V(H2)=1 1．2L

64／m(Cu)=16∥(1009-929)
解得m(Cu)=329

例2：将装有50mL NO，和NO混合气体的量筒倒立于水槽

中，反应后气体体积缩小为30mL，则原混合气体中的NO，和NO

体积比为( )

A 5：3 B 3：5 C 3：2 D 2：3

[解析]利用差量法：设NO：的体积为x。
3NO，+H，0 — 2HNO，+NO Av

3 mL l mL 2 mL

X 50mL一20mL

解得x=30mL。则混合气体中NO体积为50mL一30mL=

20mL。所以选C。

例3：在氯化铁和氯化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过量铁粉．若

反应后溶液的质量没有改变，则原混合溶液Fe+和Cu“的物
质的量之比为多少?

[解析]加人过量的铁粉后溶液的总质量没有改变，说明
加入铁粉溶液增加的质量与还原出的铜单质的质量相等．利

用差量法可快速解之。

设反应前Fe”和Cu”物质的量分别为x、Y

2 Fe+Fe = 3 Fe Am

x mol

Cu“+Fe=Fe“+
1

Cu

Ytool

由题意知28x=8y，得x：y=2：7。

569

28xg

A111

89

8yg

极值法适用于化学中混合物的计算，其基本思路是将与
化学反应有关的区间性数值，取其极大值或者极小值．用以判
断是否有反应物过量。即假设混合物为其中的一种纯净物，根
据题目数据即可计算出结果，然后与已知数据相比较，如相

同，则假设正确；如不同，再假设为另一种纯净物，计算后进行

对比；如题目已知数据介于二者之间，则一定为混合物。
例：2．3克钠在干燥的空气中与氧气反应．得到3．5克固体

(假设反应产物不发生化学反应)，据此可判断其产物为( )

A．只有Na,O， B．只有Na,O C．Na．,O和Na’0，D．无法确定

学反应的应用性．使学生对枯燥乏味的有机化学最基本和最
重要的内容有机化学反应感兴趣，从而强化教学效果。

3．结语

奥美拉唑是以苯为起始原料经过氯化、硝化、亲核取代、
还原、乙酰化、水解、缩合、氧化等ll步反应得到的药物。在教

学中引入奥美拉唑合成中的有机化学反应教学案例，可以有

效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进课堂教学互动，强化教学效

果，有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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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基于《化学与生活》模块在生命化课堂背景下的教学设计

彭 晔

(常州市新桥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化学与生活》模块以学生经验为基础，立足生
活，创设生活情境；参与生活，设计生活化实验；走入生活，解
决生活问题。

关键词：《化学与生活》模块 化学教学 教学设计

陶行知曾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我
们的生活是丰富的，是教学的源泉，学习应该从生活中来，最

终回归于生活。回归生活的教学不仅是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

生活，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学会关注自己的生活世界，从生活中
寻找学习的素材，到生活中应用、验证所学的知识，做个生活
的有心人。《化学与生活》模块正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基础，

使学生了解更多与化学有关的生活知识，学习与生活密切相
关的化学知识，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帮助学
生更科学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科学的生活态度，形成科学
健康的生活方式，体会化学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提高
学习化学的兴趣，促进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

一、立足生活．创设生活情境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在

主动参与的活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因此教师要做有心人，经
常收集一些与生活有关的教学资料，在教学时认真分析教材．

创设生活情境。将问题巧妙地融入到生活情景中．使学生学得

有趣、学有所得。

例如，在“空气质量的改善”单元的学习中。空气的质量与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了解大气污染的相关知识是对高
中生的基本要求。在教学“空气质量报告”时．可通过“创设问

题情境一学生自主学习一教师总结”的程序组织教学。首先以
一份空气质量13报为切人点，给学生展示一段空气质量报告

的录像资料，然后提出以下问题：大家经常在天气预报中听到

“空气污染指数”、“空气质量等级”和“首要污染物”等术语．同
学们知道它们的含义吗?然后指导学生自主地进行相关内容

的学习，最后教师进行必要的讲解、总结和归纳。

根据教材内容还可以设置一系列生活化的活动．让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完成。如在“优化食物品质的添加剂”课
题的学习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在网络教室学习。教师可以在
课前预先准备好色泽鲜艳的果冻、彩虹糖、薯片、火腿肠、饮料
等学生熟悉的食品，上课时学生感到很好奇：“怎么上化学课
还有吃的东西?”接着组织学生选择几种食品．阅读这些食品
的标签，了解其中使用了哪些食品添加剂。学生认真查看标

签，了解食品中含有的添加剂．很想知道什么是“食品添加

剂”，食品添加剂有哪些种类、有什么作用，有没有危害。让学
生在网上查找有关的资料，了解食品添加剂。就自己感兴趣的
一种或一类食品添加剂进行具体了解，制作一期板报向大家

宣传食品添加剂。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有的同学看到一些新
闻报道，是关于不法厂家为牟取暴利，置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于

不顾，滥用食品添加剂，给消费者的生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如“防腐剂、除根药、速长剂催生豆芽你敢吃吗?”等。于是查找
有关防腐剂的相关知识。在板报中介绍了“防腐剂的种类和使

用范围”“如何正确对待防腐剂～防腐剂与健康～防腐剂的危
害”“天然防腐剂是首选”等小知识，给食品添加剂正名．同学
们受益匪浅。

利用真实的生活情景引入新的课题．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为后续知识的学习营造良好的课
堂气氛。通过自主学习，学生获得了参与学习活动的机会。学

生都十分愿意自己上网或者去图书馆查找相关的资料。发现
生活中的化学问题，并用化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问题。这样
不仅能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化学的重要意义，还能提高学生应

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还有利于巩固学生已有的
知识。

二、参与生活．设计生活化实验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通过实验可以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但是，在现实教学
中，课堂上学生自己动手实验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这不利于学

生发现问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生活用品。
建立家庭实验室。使实验生活化，为化学实验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应用提供平台。只有让学生充分进行生活实践。才能使学生
真正明白所学知识的价值。

例如在讲解Fe”和Fe”之间的相互转化时．我们可以让学

生自己在家通过做“苹果汁变色实验”加深对这个知识的理

解。实验用品：青苹果、维生素C药片、榨汁机、无色玻璃杯等。
实验过程：用榨汁机把青苹果榨成汁，果汁短时间显浅绿色，
放置几分钟时间．苹果汁很快变成黄色。加入维生素C药片粉

末，搅拌溶解，苹果汁很快由黄色变浅或变为原来的颜色。教

学用途：该实验所涉及的化学知识包含Fe一和Fe”之间的相

互转化，即苹果汁中的Fe”被氧化剂(氧气)氧化为Fe”。Fe“

被还原剂(维生素C)还原成Fe一。做过这个实验的同学肯

定对Fe一和Fe”之间的相互转化及维生索C的有关性质记

忆深刻。

以上这类实验的设计不仅提供给学生一个“生活化”看待
化学的视角。而且是学生运用所学化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问题
的一种“化学的生活化”手段．让学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化学

知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活化实验素材。

教学实验的生活化需要我们设计和加工．同时也让学生在化
学学习过程中。多关注实验．让学生感受到化学、化学实验的

魅力．使实验成为培养和保持学生化学学习兴趣的一条有效

途径，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实验教学应有的“生活的化学化”和

“化学的生活化”教学功能。
三、走入生活。解决生活问题

《化学课程标准》指出：使学生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
的相互关系，能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产、生活中的化学现象，

解决与化学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初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所以要带领学生深入实际生活，从生活中寻找培养学生知
识和能力的源泉。

[解析]金属钠与氧气反应可生成Na：0或Na：O：，用“极值

法”解答此题。若2．3克钠反应后，全部生成Na：0，则可由反应

4Na+02—2Nal0得出，生成物的质量为3．1克；若2．3克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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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全部生成Na202，则可由反应2Na+02一Na202得出，生成物
的质量为3．9克；现在得到固体的质量为3．5克，介于3．1克和3．9

克之间，故产物为二者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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