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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中明确提出“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

多种探究活动，使学生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激发

学习化学的兴趣，强化科学探究的意识，促进学习

方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近几年来探究性学习已成为课堂学习的主旋律。
实验题一直都是考查的重点，实验探究性试题也

逐渐成为考查热点，因其情境新颖、取材广泛、考
查灵活，具有探究性、开放性及灵活性等特点，也

符合考纲要求“重视实验探究与分析能力的考

查”。试题设计与中学化学主干知识体系，如化

学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物质的分离与提纯

方法的选择、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实验数据的处

理与分析、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化学反应重要原理

等相融合，都体现了对实验能力的考查，尤其是在实

验设计与评价上融入了对实验现象、原理、过程的分

析，试题的综合程度较大，有一定的难度和较好的区

分度，下面举例浅析探究性实验题型的考查方式。
例 ( 2018 高考考前模拟) 某课题组同学受

葡萄糖与新制氢氧化铜悬浊液反应实验的启示，

拟设计实验利用氧化铜探究乙醛的还原性。
提出猜想 猜想 1:

CH3CHO + 2CuO →
△

CH3COOH + Cu2O
猜想 2: ( 写出化学方程式) 。
定性实验 ( 1) 甲同学设计图 1 所示装置进

行实验( 部分夹持装置已略去) :

图 1

已知: 乙 醛 和 乙 酸 的 沸 点 分 别 为 20． 8℃、
117． 9℃。

按上述装置进行实验，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当氧化铜完全反应后

先后顺序合理的一组是( ) 。
A． BaCl2溶液、稀 HNO3、石蕊试液

B． 稀 HNO3、石蕊试液、AgNO3溶液

C． 石蕊试液、稀 HNO3、AgNO3溶液

D． 稀 HNO3、酚酞试液、AgNO3溶液

解析 可以利用选项的试剂和加入顺序进行

尝试分析，如能一一鉴别则方案正确。A 选项，先

取少量五种溶液分别加入 BaCl2，BaCl2 与 Na2 CO3

和 H2SO4反应均生成白色的沉淀，其他无现象，再

向沉淀中加入稀 HNO3，前者的沉淀溶解，并有气

体 产 生，后 者 无 变 化，则 可 以 区 分 Na2 CO3 和

H2SO4。另外在其他三种溶液中分别加入石蕊试

液，HCl 溶液变为红色，KOH 溶液变为蓝色，KNO3

溶液不变色，三者现象均不同，则可以鉴别五种溶

液; B 选项，先使用稀 HNO3，均无现象，再加石蕊

试液，只能区分酸、碱、盐，但五种溶液的酸和碱有

多种，无法完成鉴别; C 选项的试剂与 B 选项的相

同，即使顺序不同同样无法鉴别物质; D 选项将石

蕊试液换成了酚酞试液，同样只能区分酸和碱，无

法完成鉴别。故正确答案为 A。
归纳: 选取多试剂对物质进行鉴别可以采用

分阶段设定小组的方式，如对各鉴定溶液加入含

有 Ba2 + 的试剂，可将物质分为沉淀组和无现象

组，再加入含有 H + 的试剂将其进一步划分为沉

淀溶解组和沉淀不溶组，另外选用石蕊试液可以

将物质划分为碱性组、酸性组和中性组，对于每一

组的物质可以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鉴别。
总之，物质鉴别题虽题型灵活，但总体概括主

要有三种类型，鉴别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用物质

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对其加以区分的过程，因此注

重日常的性质积累是解题的关键，另外在鉴别时

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按照一定的思路对涉及到

的反应现象进行分析，确保鉴定过程的严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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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实验。
①为达到良好的冷凝效果，方框中 C 装置应选

用 ( 填仪器名称) ; 实验中先通入乙醛蒸气，后点

燃装置 B 处酒精灯，这样操作的目的是 。
②已知: Cu2O 呈红色，在酸性条件下发生反应

Cu2O + 2H + Cu + Cu2 + + H2O
请你设计实验证明猜想 1 成立。
实验操作: 。
实验现象: 。
定量实验 ( 2) 乙同学设计了如图 2 所示的

实验方案定量探究红色固体的成分。

图 2

已知: 醋酸亚铬［Cr( CH3COO) 2］溶液可以吸

收少量的 O2。
①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填标号) 。
a． 装置 D 可以控制反应的发生与停止

b． 装置 F 中盛装醋酸亚铬溶液

c． 向装置 D 中加入少量硫酸铜固体可加快

反应

d． 实验中观察到装置 G 中有明显现象

②装置 G 中红色粉末完全反应后，称得固体

粉末质量为 19． 2 g; 装置 H 净增质量为 2． 0 g。请

选择合理数据计算，确定红色粉末的成分及物质

的量: 。
解析 本题由课本实验改编利用氧化铜来验

证醛基的还原性，按照探究步骤设置进行考查。
猜想 2: 由猜想 1 可知氧化铜能将乙醛氧化

成乙酸，+ 2 价铜被乙醛还原成 Cu2 O，可推测猜

想 2 氧化铜能将乙醛氧化成乙酸，+ 2 价铜被乙

醛还原为更低价，只有单质铜，则可大胆写出猜想

2 的化学方程式:

CH3CHO + CuO →
△

CH3COOH + Cu
定性实验: ( 1) ①大多数有机物都易挥发，所

以为达到良好的冷凝效果，方框中 C 装置应选用

冷凝管进行冷却; 乙醛又易被装置里空气中的氧

气氧化，混合加热后发生爆炸，所以实验时应先通

入乙醛蒸气排除装置中的空气，防止乙醛被装置

里空气中的氧气氧化和混合加热后发生爆炸。②
要证明猜想 1 成立，即证明产物是 Cu2 O，由题中

信息可设计实验如下: 取 B 中固体少许于试管

中，加入适量稀硫酸振荡，溶液变成蓝色，且有红

色固体残余，即证明产物是 Cu2O。
定量实验: 要定量探究红色固体的成分，由装

置图可知此实验的原理是用氢气还原红色固体，

通过测量固体粉末质量的变化，测定红色固体中

氧的含量。
①a． 启普发生器可以控制反应的开始与停止，

故 a 正确; b． 装置 F 中应盛放的是浓硫酸吸收氢气

中的水蒸气，不需要吸收氧气，开始前就应该将装置

内空气全部排出，故 b 错误; c． 向装置 D 中加入少量

硫酸铜固体可形成铜锌原电池可加快反应，故 c 正

确; d． 装置 G 中，氢气还原氧化亚铜得到铜依然是红

色的，故没有明显现象，故 d 错误，故选 a、c。
②H 中 的 增 重 还 包 括 空 气 中 的 水 分 等，故

2． 0 g不能用，完全反应后，称得固体粉末质量为

19． 2 g，反应前后粉末减少 1． 6 g，即粉末中m( O)

= 1． 6g，n( O) = 0． 1 mol，m( Cu) = 19． 2 g，n( Cu)

= 0． 3 mol，故该粉末不全是 Cu2O，还应该有 Cu，

n( Cu2O) = 0． 1 mol，n( Cu) = 0． 1 mol。
本题以探究过程为主线设计的一道考题，考

查内容涉及方程式的书写、实验仪器的选择和安

全防护、验证性实验方案的设计、定性检验和定量

实验计算相结合等化学学科主干知识和化学学科

素养，体现了对学生能力的考查，也是今后探究性

考题的一种趋向。
探究型化学实验题是一类培养学生科学研究

的意识，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

活动和能力，让学生主动去研究、探索事物的规

律，能对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培养创

新能力很有帮助，也成为今后考题命题的热点，希

平时学习和复习备考中要重视。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化学核心素养下

元素化合物知识的自主学习策略研究》( 课题批

准号 2018YQJK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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