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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的设定，不仅可以使

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也应该对提升相应层次的学生

的自信心、自尊心以及学习兴趣有很大的帮助．

2．1．3分层布置作业

教师们的教学应该充分满足学生们的好奇心和

兴趣爱好．所以应该根据学生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和对问题的解决能力来布置作业．避免布置太难的

习题，挫伤学生们做作业和解决问题的自信心，而太

简单的作业则不足以达到巩固知识和学生自我提升

的目的．

2．1．4进行差异化评价，激发学生们学习化学

的兴趣

教师们应该及时的对教学的成果进行检验，找

出运用差异化教学方法中值得推广和继续运用的方

法，改进一些无用的方式方法．

针对学生们取得的学习成果，对于不同层次的

学生，教师们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评价标准．

基础好、化学成绩好的学生，老师们就应该要求更加

严格一些．而对于那些基础薄弱一些的同学，教师们

就应该以鼓励为主，帮助他们树立起学好化学的自

信心，提升他们学习化学的兴趣．

三、结语

目前，差异化教学还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比

如，可能会伤到一些学生的自尊心，使得他们觉得自

卑；教学成果在短期之内还不明显；另外，差异化的

教学也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和教学压力等．

然而，在高中化学教学过程当中，进行差异化教

学是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的，这对于提升学生们

的整体学习能力有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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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量法是利用化学反应前后某些成分在物质的

量、质量、体积等的变化来进行解题的有效方法．这

种方法很多时候也给大家的解题带来便利，可将两

个反应的计算合为一个．在高中化学解题过程中常

常要用到差量法，以减少大量的计算过程．而我们在

教学时要引导学生恰当使用差量法，为解题服务．在

学习时要注重归纳与分析，总结各个类型的差量法

计算．

差量法是根据化学方程式，利用反应物与生成

物之间的质量差、体积差或物质的量差与反应物和

产物的量成正比列关系进行计算的一种解题方法．

解题的关键是要抓住造成差量的实质．利用这种方

法解答化学中的一些问题，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一、利用质量差求解化学问题

利用质量求解问题是化学学习中最基本的方

法，也是学生应当掌握的有效方法．我们在讲课与

解题中都应注意这一问题的求解．现在我们举例

说明．

例l 在l L 2 m彤L的稀硝酸溶液中加入一

定量的铜粉，充分反应后溶液的质量增加了13．2 g，

问：(1)加入的铜粉是多少克?(2)理论上可产生

N0气体多少升?(标准状况)

分析硝酸是过量的，不能用硝酸的量来求解．

设加入的铜粉质量为戈，生成的NO质量为，‘

3Cu+8}lN03====3cu(N03)2+2N0 f+4H20 △玎l

192 6() 132

菇 y 13．2

192^=132／13．2 60何=132／13．2

可得(1)x=19．2 g

(2))，=6 g 6／30=0．2 mol=4．48 L

即加入的铜粉是19．2 g，产生NO气体理论值

为4．48 L

例2 10 g铁样品放入足量的硫酸铜溶液中，

充分反应后测得固体质量为10．8 g，求铁样品中铁

的纯度(假设样品中的杂质不和硫酸铜反应，也不

溶于水)．

分析 增重O．8 g则消耗的铁物质的量为

0．8／(64—56)=O．1 mol

铁的质量56×O．1=5．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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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纯度5．6／10=56％

又如，将一定质量的铁放入100 g的稀硫酸中，

充分反应后测得溶液的质量为105．4 g，求加的铁的

质量

因增重105．4—100=5．4 g

则铁物质的量5．4／(56—2)=O．1 mol

铁的质量0．1×56=5．6 g

这种质量差的计算比找到相关中间量进行两次

计算要简便的多．

二、依据物质的量的差解题

运用物质的量解题与质量差方法相类似，在化

学计算中也时常用到．两方法的选择与运用要根据

题目的实际情况，根据已知条件而选择．根据物质的

量差的方法解题如下例所示．

例3 白色固体PCI。受热即挥发并发生分解：

PCI5(g)=PCI3(g)+C12现将5．84 g PCI5装入2．05

L真空密闭容器中，在277℃达到平衡时，容器内的

压强为1．01×105Pa，经计算可知平衡时容器内混

和气体物质的量为O．05 mol，求平衡时PCI5的分解

百分率．

分析原PCI。的物质的量为O．028 mol，反应

达到平衡时物质的量增加了O．022 m01，根据化学方

程式进行计算．

Pcl5(g)=PCI3(g)+C12 △，l

l 1

z O．022

计算可得有0．022 m01 PCI，分解，所以结果为
78．6％

例4有NaCl和KCl的混合物25 g，溶于水形

成溶液，加入1000 g 7．14％的AgNO，溶液，充分反

应后滤出沉淀，再向混合物加人loo g Cu片，过一

段时间取出(反应完全)，洗涤干燥称其质量为

101．52 g，求原混合物中NaCl和KCl的物质的量各

为多少?

解设与Cu反应的硝酸银的物质的量为省

Cu一2AgN03～2Ag △，n

64 2 mol 2×108 152

石mol 1．52 g

解得：石=O．02 mol

，l(AgN03)=1000 g×7．14％／170 g／mol=O．42删
凡(NaCl)+凡(KCl)=O．42 m01一O．02 mol

n(NaCl)×58．5+n(KCl)×74．5=25

解得n(NaCl)=O．3 mol n(KCl)=0．1 mol

我们可以看到，利用物质的量解题无论从方法

上还是计算量上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因而，在解题

过程中应当注意相关方法的使用．

三、根据体积差求解题目相关问题

有关气体问题的求解很多时候需要一定技巧，

因为气的与固体和液体的性质有所不同．在求解气

体问题时，在已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体积

差求解．

例5将12 g CO和CO：的混合气体通过足量

灼热的氧化铜后，得到气体的总质量为18 g，求原混

合气体中CO的质量分数．

解本题涉及的反应是CO+cuO—cO：+
Cu因为“通过足量灼热的氧化铜”，所以一氧化碳

全部参加反应．气体总质量增加是由于一氧化碳变

成了二氧化碳造成的，所以根据

CO+CuO—C02+Cu
可得：

气体质量的增加值 一氧化碳

C02一CO=44—28=16 CO=28

18 g一12 g=6 g 戈

16／6=28／石 戈=6×28／16=10．5 g

原混合气体中CO的质量分数

=lO．5／12=87．5％

例6 同温同压下，某瓶充满02共重116 g，充

满CO：时共重122 g，充满某气体共重114 g，则该气

体相对分子质量为

A．28 B．60 C．32 D．14

分析由“同温同压同体积下，不同气体的质

量比等于它们的摩尔质量比”可知此题中，气体质

量之差与式量之差成正比．因此可不计算本瓶的质

量，直接由比例式求解

解(122—116)／(44—32)

=(122一114)／[44一肘(g)]

解之得，脑(气体)=28．故答案为A．

计算分子质量及含量很多时候可以用这种

方法．

利用差量法求解是化学计算中的重要方法，掌

握上述方法会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本

文展现的相关解题方法仅仅是做有关典型的举例，

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及时的归纳总结相关

知识．这不只是对学生的差量法学习有利，同时也有

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学生日后的学习、

解题有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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