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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阐述了高中生在化学学习中需要形成的信息素养。以高考化学题中的典型图形信息题为例作了分类和解析；对 

每类题中的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作了一般性的归纳和总结；指出应注重在识图、析图和用图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学 

生的信息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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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背景 

1992年，澳 大 利 亚 梅 耶 委 员 会 (Mayer 

Committee)指出：核心素养是个体高效率地参与 

工作与融人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指向能 

以整合的方式将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工作情境中， 

并提出了七大核心素养分支：收集、分析和整理信 

息的能力；交流思想和信息的能力；计划与组织活 

动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运用数学方法与数 

学技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用技术手段的 

能力 【l】。信息素养是现代公民全面素质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中教育的目的之·就是为高中生终生学 

习和发展奠定基础 口】。《高中化学新课程理念与 

实施》中提到“让学生在探索、发现、发展的主动 

学习的过程中体验科学探究的历程，通过学生实 

验、操作、调查、信息搜集与处理、表达与交流等， 

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所在，培养搜集和处理信息 

的能力⋯⋯”[31。 

当今社会已进人_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每天 

我们会接触到如波涛汹涌般袭来的各种各样的海 

量信息，高中化学学习中同样要面对并处理形式 

各异的信息。《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 

在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二、过程与方法”中有 

如下陈述：3．在化学学习中，学会运用观察、实验、 

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并运用比较、分类、 

归纳、概括等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 【41。这不仅指明 

了学生获取信息的具体途径及形成信息素养的方 

法，同时对高考中如何考查学生信息素养与能力 

(特别是获取及加工应用新信息)有了具体、细致、 

规范的要求。同时，在命制试题时，我们发现题目 

80 

所呈现情境的形式各异，文字、图形、数据表格、 

曲线图、仪器构造示意图等形式丰富多彩，使得学 

生要调用自己的各种感官，学会进行信息转换，并 

将其准确地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具备的社会经 

验结合起来，凸显了科学能力的考查 [5】。下面以近 

几年来一些高考题及其解答来分析阐述。 

2 图形信息题分类及解析策略与方法 

2．1 装置图类 

2．1．1 电化学装置图 

例 1 『2015全国新课标 I卷 111微生物电池是 

指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其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下列有关微生物电池的说 

法错误的是 ( ) 

图 1 电池工作原理示意图 

A．正极反应中有co，生成 

B．微生物促进了反应中电子的转移 

c．质子通过交换膜从负极区移向正极区 

D．电池总反应为 C H1，o +6o2— 6C0，+6H2o 

解析：首先根据装置图中的信息可知，厌氧反 

应在负极一侧，而有氧反应在正极一侧。再根据厌 

氧反应中碳元素的化合价的变化：葡萄糖(c H1 O ) 

中碳元素平均为 0价，CO 中碳元素为+4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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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电子流向(电源正负极)、电极材料、隔膜类型 

(H 、OH一、气体等)、电解质类型(溶液或熔融物)、 

电解质溶液酸碱性等重要信息。通过整合相关信 

息并结合有关守恒原理，写出有关电极反应式或 

总反应式，据此再进行分析判断。 

2．1．2实验装置图 

例 2 [2014全国新课标 I卷 13】利用下图所 

示装置进行下列实验，能得出相应实验结论的是 

( ) 

以生成 CO，的反应为氧化反应，应在负极发生。 

故 A错误。而由题干信息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该装置为原电池装置，原电池能加快反应速率，故 

可认为微生物促进了反应中电子的转移。故 B正 

确。由于原电池中阳离子向正极移动，故 C正确。 

电池总反应的实质是葡萄糖的氧化，故D正确。 

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此类试题，一 

般会在题干和图中提供一些与电极反应或总反应 

相关的信息。解答时应重点关注两极反应物、产 

选项 ① ② ③ 实验结论 

① A 稀硫酸 Na2S AgNO3与 AgC1的浊液 K (AgC1)>K (Ag2S) 

B 浓硫酸 蔗糖 溴水 浓硫酸具有脱水性、氧化性 l _ _ l 

SO 与可溶性钡盐均可以生成白色 C 稀盐酸 N
a2SO3 Ba(NO3】2溶液 沉淀 

r 

D 浓硝酸 Na2CO3 Na2SiO3溶液 酸性：硝酸>碳酸>硅酸 ● ② E ③ 

解析：由装置图的信息可知，左侧为分液漏斗 

与试管搭配的固+液反应装置，再将产生的气体 

通人右侧试管的溶液中，由试管中产生的现象得 

出实验结论。A中稀硫酸与 Na：S反应产生 H s， 

它与AgNO 、AgC1均能反应而产生黑色 Ag2S沉 

淀(黑色沉淀能将白色遮盖掉)，故不能确定 H，S 

与AgC1反应而产生了Ag2S，故得不出A中实验结 

论。B中浓硫酸可使蔗糖炭化而变黑，说明浓硫酸 

具有脱水陛；浓硫酸再与生成的碳反应得到SO，， 

而SO 能使溴水褪色而显示其氧化I生，故B正确。 

C中稀盐酸与Na，SO 反应产生 SO，，但 SO，通入 

Ba(NO。) 溶液中使溶液呈酸性，而硝酸能将 +4价 

的硫氧化为+6价，进而生成了硫酸钡沉淀，但若 

将 SO 通人 BaC1 等溶液中，却因违背强酸制弱酸 

的原理而不能反应，当然不会生成白色沉淀。D中 

虽然浓硝酸与Na，CO 反应生成CO，气体，但由于 

浓硝酸具有挥发l生，也随CO 一同进入 Na SiO 溶 

液中，由于硝酸酸性较强，硝酸优先与Na，SiO 反 

应，因而不能得出酸性碳酸>硅酸的结论。 

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此类试题，一 

般在题干中提供一些与化学实验相关的信息(如 

装置图、反应物、生成物、实验现象等信息)。解 

答时应重点关注装置图的特点、反应的类型与反 

应原理等，分析并思考有关实验现象(或实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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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论的关系)，据此再分析判断得出正确答案。 

2．2 图像类 

2．2．1反映物质组成或成分变化的图像 

例 3 [2014全国新课标II卷 27(4)1 PbO，在 

加热过程中发生分解的失重曲线如图2所示，已知 

失重曲线上的a点为样品失重4．0％『(样品起始质 

量 一a点固体质量)／样品起始质量 ×100％1的残留 

固体，若 a点固体表示为PbO 或 mPbO，·nPbO， 

列式计算 值和 m：n值。 

咖f 

1}母{】 

回 

图 2 固体失重与温度关系示意图 

解析：由图示信息可知，该图反映了PbO，随 

温度的升高而发生分解时，固体失重质量分数 (纵 

坐标)随温度(横坐标)变化的情况。到a点时，固 

体失重质量分数为4．O％，设有 lmol PbO，(质量为 

239g)发生分解，则有(2 )／2×32=239x4．O％，解 

得x=1．4；再根据 mPbO，·nPbO，(2m+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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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得 =2／3。 

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此类试题一 

般在题中出现有关物质组成或成分变化的二维坐 

标系信息。解答时应根据图像的特点，找出反映物 

质组成或成分变化的相关规律或定量关系，分析 

计算出物质的组成、成分或写出有关反应式。 

2．2．2反映分子组成特点的图像 

例4 [2013江苏高考20(4)]磷的化合物三氯 

0
_l HOH，C、 ，CH，OH 

氧磷(c 一}_c )与季戊四醇(H0H：c c，＼cH=()H)以 
lJl 一 

物质的量之比 2：1反应时，可获得一种新型阻燃剂 

中间体x，并释放出一种酸性气体。季戊四醇与x 

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3所示。 

8 

季戊四醇的核磁共振氢谱 

6 

X的核磁共振氢谱 

图3 例 4题图 

①酸}生气体是 (填化学式)。 

② x的结构简式为 。 

解析：(1)此题提供了有关物质的结构、反应 

物中物质的量之比、相关物质的核磁共振氢谱等 

信息。由题中反应产生酸性气体，结合所给出的物 

质的结构与成分信息，可分析得出：气体应为HC1 

(由季戊四醇与三氯氧磷发生取代反应而得)。 

(2)由题中的第二幅核磁共振氢谱图分析知 

x应只含有一种H，因季戊四醇有两种H(其分子 

中含四个一OH和四个一CH，一)，故该题中的反应 

应是季戊四醇分子中的四个一OH上的所有H原子 

与两分子三氯氧磷中的各两个 Cl原子 (共四个 cl 

原子)结合生成 HC1，其余部分结合得到x，故 x 

⋯ ⋯ 一 ⋯ ， ／
O--CH2

＼ ／CH2--Ox 的结构简式为

c 。一CH2／

、

P ＼

cH=--"CH 0／ 。 Cr ’O一 0| ℃l 

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此类试题一 

般会提供反应前后有关物质的核磁共振氢谱图等 

图谱。在核磁共振氢谱图中，特征峰的数目反映了 

有机物分子中氢原子化学环境的种类；不同特征 

峰的强度比(或高度比)反映了不同化学环境氢原 

子的数目比。由此可分析推断出有关物质分子中氢 

原子种类与数目的信息，再结合其他条件或信息， 

可得到有关物质的结构。 

2．2．3 化学反应速率及化学平衡图像 

例 5 [2013·浙江理综，27(2)】捕碳技术 (主 

要指捕获CO，)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目前 NH 和 (NH4) CO 已经被用作工业捕 

碳剂，它们与 CO，可发生如下可逆反应： 

反应 I： 

2NH3①+H2o(1)+COdg)一 (NH4)2co3(~c0 AH1 

反应Ⅱ： 

NH3④+H2oo)+co2@；； NI--I4HCO3(aq) AHi 

反 应Ⅲ： 

(NH4)2CO3(aq)+H2o(1)+co2(g)；一 

2NH4HCO3(aq) △H3 

请回答下列问题： 

(2)为研究温度对 (NH ) CO。捕获CO 效率 

的影响，在某温度 下，将一定量的(NH )。CO，溶 

液置于密闭容器中，并充入一定量的CO 气体(用 

氮气作为稀释剂)，在c时刻，测得容器中CO 气 

体的浓度。然后分别在温度为 、 、T4、L下，保 

持其他初始实验条件不变，重复上述实验，经过相 

同时间测得CO，气体浓度，得到趋势图(见图4)。 

则： 

0 

L 温度 

图 4 例 5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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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3． 0(填“>”、“="或“<”)。 

②在 ~T2及 ~丁5两个温度区间，容器内 

co 气体浓度呈现如图所示的变化趋势，其原因是 

解析：①由题中文字信息 “(NH )：CO 捕获 

CO，”，知图知对应的反应为Ⅲ(在此，反应Ⅲ为有 

效信息，反应 I、Ⅱ为干扰信息)。由图4可知，当 

温度为 时，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状态，温度升高， 

CO，的浓度逐渐增大，说明平衡逆向移动，正反应 

为放热反应，则有 AH <0(这段分析，主要依据 

为图像信息)。 

②在 区间，此时可逆反应尚未达到平 

衡，温度升高，化学反应速率加快，CO 的捕获量 

随温度的升高而提高。在 — 区间，此时可逆反 

应已达到平衡状态，由于该反应为放热反应，温度 

升高，平衡逆向移动，CO 的捕获量随温度的升高 

而降低。 

参考答案：(2)① △H <0。②在 区间， 

可逆反应尚未达到平衡，温度升高，化学反应速率 

加快，所以CO 被捕获的量随温度升高而提高。 

在 L也 区间，可逆反应已达到平衡，由于正反应 

为放热反应，温度升高，平衡逆向移动，所以不利 

于 CO，的捕获。 

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此类试题一 

般在题中提供物质成分与某些外界条件间关系的 

信息。解答时应根据影响反应速率或化学平衡的 

各种因素，深入分析物质成分随外界条件发生变 

化的原因，按照题中的要求规范解答。 

2．2．4 其他二维坐标系类图形 

例6 『南京2015考前模拟题 20—1(2)】用 

CO还原焙烧氧化铁时，温度的变化对还原焙烧产 

＼  E ＼  
n 

B 

A 

还原焙烧过程中 Fe和 0的百分含量 

图 5 温度与元素百分含量示意图 

化学教学 2016年第 12期 

物影响很 大。图 5是不同温度下还原焙烧过程 固体 

中Fe和 。的百分含量变化示意图(其中A、B、D 

为纯净物，c、E、F为两种物质组成的混合物，F中 

衣一请袅匆质为Fe) 

根据图中信息可知，c点物质主要成分是：
一  

(填化学式)；D—E过程发生的反应 

为：
— —

；用CO还原焙烧氧化铁炼铁时， 

温度最好控制在570~(2左右的原因是： 

解析：首先分析横、纵坐标代表的量及其关系， 

根据横坐标 Fe或 O的百分含量结合A、B、D为纯 

净物的提示信息，分析计算判断出A～B为Fe O。， 

D为Fe3O4；C为Fe3O4和Fe2O3混合物，F为Fe3O4 

和 Fe混合物；而E中除了Fe O 外，另外一种物 

质含铁量要比Fe O 高又不是 Fe，分析得出它是 

FeO。所以，A B过程 Fe O 没有被还原；B D 

为 Fe O 被还原为 Fe O4的过程；D— E为Fe3O4 

被还原为FeO过程；D— F为Fe3O 被还原为 Fe 

的过程。因此，用 CO还原焙烧氧化铁炼铁时，温 

度最好控制在570℃左右的原因是：温度太低，氧 

化铁被还原为四氧化三铁，不能得到铁；温度太高， 

氧化铁被还原为氧化亚铁，且多消耗能源。 

参考答案：Fe3O4和Fe2O3；Fe3O4+CO一／_x 3FeO 

+CO，；温度太低，氧化铁被还原为四氧化三铁，不 

能得到铁；温度太高，氧化铁被还原为氧化亚铁， 

且多消耗能源。 

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二维坐标曲 

线图是数学方法中函数类图形的v_x曲线图。这 

类图形大多以时间、温度、元素百分含量、pH等量 

为横坐标，以物质的某种性质和特征等为纵坐标， 

以二维坐标系曲线来表示物质的变化。它能借助 

简单的线条走向，巧妙地表达物质结构、性质、现 

象与化学原理等方面的信息，考查学生对图形含义 

的理解、图形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及曲线与文字的 

相互转化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解答时步骤方法为： 

(1)看图：一看纵横坐标含义；二看特殊点 

(起点、拐点、落 )；三看变化趋势(规律)；四看 

曲线之间的关系。 

(2)分析：分析图像中隐含的信息，找出数据 

之间的关联点；同时根据问题类型，联系化学概 

念、化学原理等，将其加工成化学语言对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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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3)答题：针对题意运用图形特征解决相关 

问题。 

2．3 溶解度表类 

例7 [2011江苏高考19(2)]反应得到的混合 

溶液中NH CIO 和NaC1的质量分数分别为0．30 

和 0．15(相关物质的溶解度曲线见图 6)。从混合溶 

液中获得较多NH ClO 晶体的实验操作依次为(填 

操作名称) 、干燥。 

盛 
缝 

2  
∞ 

盆 
9 

器 
葫 

阕 

／℃ 

图 6 例 7题 图 

解析：首先观察溶解度曲线，发现纵坐标有左 

右两个，但问题中涉及的物质的溶解度均与左边纵 

坐标有关。由溶解度曲线可知，NH CIO 属于溶解 

度变化“陡升型”类物质，而NaC1属于“缓升型” 

类物质，且混合溶液中NH CIO 相对于NaC1含量 

较多(其实溶液中也含有少量NaCIO 和NH C1)。 

故要得到较多 NH CIO 晶体，应先制成饱和溶 

液，再根据 NH CIO 的溶解度特点的信息，通过 

冷却使其析出(此时NaC1析出较少)。若不能达 

到产品的纯度要求，可再重复实验(重结晶)，直 

到符合要求为止。参考答案为：蒸发浓缩，冷却结 

晶，过滤，冰水洗涤。 

信息呈现方式与解析策略方法：此类试题，通 

常在题中提供物质(有时会有干扰物质)的溶解度 

变化曲线的信息，如上题中“缓升型”“陡升型”的 

信息，有时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如 Ca(OH)：为 

溶解度变化 “下降型”物质，少数物质还会在某温 

度时达到溶解度最大值，要求分析判断获得(提纯) 

物质的方法。解答此类问题的方法是：从溶解度曲 

线中读出相关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特点的信 

息(有时需排除无关物质的干扰)，厘清不同溶解 

度变化类物质与分离提纯方法的关系，得到所需 

的物质。如上题中欲从混合溶液中获得较多 NaC1 

晶体，可采取的操作为：加热蒸发、趁热过滤、(乙 

醇)洗涤。 

3 结语 

纵观近几年的各地高考化学试题，每年都有 

以图形方式呈现相关实验结果及各类信息的试题。 

要求学生在获取信息后对相关现象、事实作出合 

理解释，在分析推理基础上作出合理的判断或得 

出正确的结论。试题的新颖度、难度和区分度在一 

定程度上都借助于图形的创新得以体现。图形题 

将数据、图线与化学问题融为一体，信息量大，信 

息加工涉及诸如信息的寻找、选择、整理、重组、 

应用等各方面。因此要在教学中指导学生了解图形 

所呈现的化学含义，掌握化学图形最基本的剖析 

方法，从中提炼出相关的信息，尝试应用图形分析 

解决化学问题，表述自己的思路与思维的结果。这 

样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识图能力，更能通过这个过 

程训练与优化思维策略，加深对化学基础知识、基 

本理论的理解，更好地解决化学实际问题，不断提 

升信息素养和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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