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解题后的思维延伸
*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任各庄镇中学 064012 周来友

解题后再思维是一种加深学生理解和掌握基

础知识及解题技能的最佳途径，这种办法不失为

减轻学生负担的有效办法，可使学生对所学知识

融会贯通、触类旁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逆变思维编题

把原有习题的已知和未知关系反过来加以思

考，即因果互换，已知和未知条件互换，从而编制

出与原习题相对应的新题来，令人脑洞大开，给人

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例 1 已知铁、氧的相对原子质量分别为 56、

16，氧化铁的化学式为 Fe2O3，则氧化铁中铁、氧

元素的质量比为 。
该题可逆编为:已知铁、氧的相对原子质量分

别为 56、16，在铁的一种氧化物中，铁、氧元素的

质量比为 7∶ 3，则铁的氧化物的化学式为 。
还可逆编为:已知元素 A、B 的相对原子质量

之比为 7∶ 2，在两者组成的化合物中，A、B 元素的

质量比为 7∶ 3，则这种化合物的化学式为 。
就一个题而言，对其逆向编题不一定具有唯

一性，可能会逆向编出很多很多题来。通过如上

逆变思维训练，防止学生思维僵化，形成思维定

势，又有利于活化知识，开拓学生思路，从而提高

学生的解题能力。

二、形变思维编题

有很多化学问题，都可以通过问题呈现形式

的改变演变出许多有新意的题目，从而对学生掌

握同一个内容的基本知识和应用技巧进行全面而

灵活的考查。

图 1

例 2 如图 1 所示，相同质

量的镁、锌、铁分别和足量的同

体积同浓度的稀盐酸反应，横

轴表示反应时间 t，纵轴表示生

成氢气的质量 m，试判断图像

中 表 示 镁、锌、铁 的 分 别 是

、 、 。
该题可变形为:等质量的 X、Y、Z 三种金属分

别和足量的同体积、同浓度的盐酸反应，产生气体

的质量与时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下列说法中不

正确的是( )。
A． t1时，产生气体的质量:X ＞ Z ＞ Y
B． t2时，消耗金属的质量:X ＞ Z ＞ Y
C． t3时，消耗金属的质量:X = Y = Z
D． t3 时，消耗盐酸的质量:X = Y = Z
通过以上变形，即在图像中适当改变横轴和

纵轴所对应的变量，或者变换每一个图像的位置

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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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演变出金属和酸反应中有关反应

 D． 久施 NH4NO3的土壤可能被酸化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化肥的使用对环境产生

的影响。硝酸铵属于盐，NH4NO3 溶液的 pH = 4，

说明盐溶液显酸性，可使酸碱指示剂变色，A 正

确;化肥 NH4NO3 中只含植有物生长的氮元素，属

于氮肥，不是复合肥，B 错误;NH4NO3 中含有铵根

离子，溶液显酸性，能与熟石灰反应产生氨，降低

肥效，故不能与熟石灰混合使用，C 正确;因硝酸

铵溶液显酸性，长期使用硝酸铵土壤可能被酸化，

D 正确。答案:B
题型六、化学肥料的鉴别方法

例 6 (2016·无锡) 下列化肥中，从外观即

可与其他化肥相区别的是( )。
A． 硫酸钾 B． 硝酸铵 C． 磷矿粉 D． 氯化钾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常见化肥的鉴别方法。
硫酸钾、硝酸铵、氯化钾从外观看均为白色或无色

晶体，磷矿粉是灰色或褐色粉末，故与其它化肥从

外观看只有磷矿粉不同。答案:C
化学肥料知识的重点是认识常见化肥的种

类、作用和使用，难点是常见化肥的鉴别方法。学

习这部分内容要注意了解常见化肥的正确使用方

法，并掌握化肥的一些性能以及贮存、运输中应注

意的问题，更要了解化肥、农药的使用不当对环境

带来的负面影响。 (收稿日期:2017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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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生成氢气的质量、消耗金属的质量、消耗酸

溶液的质量等等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像问题”。
这样做不仅使学生今后对此类问题能够做到举一

反三，运用自如，不乱方寸，不一叶障目，更为重要

的是培养了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和灵活性。
三、型变思维编题

所谓型变是指题型之间的相互变化，考查的

对同一内容可以用几种不同的题型进行考查，从

不同角度和侧重点考查同一知识点。
例 3 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①铁和稀硫酸;

②铁和硫酸铜;

③氢氧化钠和稀硫酸;

④氢氧化钠和硫酸铜。
本题以填空题亦可是以简答题的形式考查金

属和可溶性碱的化学性质，但如果改编成推断题

进行考查，其难度和思维策略大大增加，极富有挑

战性。
题目如下:

图 2

A ～ J 表示初中化学常见的物质，其中，B 可

用在铅酸蓄电池中、G 是最清洁燃料、H 是蓝色沉

淀，各物质间相互转化关系如图 2 所示。请回答

下列问题:

(1)写出框图中涉及到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并

注明基本反应类型;

(2)分别举出 C、E、G、A、B、D 的一种用途。
实践证明，多数学生通过各种不同题型的相

互转换，不仅调动了各层次各类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克服畏难情绪，树立了自信心，而且还使学生

全方位、多角度把握知识的应用，进而掌握各类习

题的解题规律，把知识和方法融会贯通起来，培养

了思维的广阔性和敏捷性。
四、串联思维编题

将几个不同的基础题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可编制成一个新的综合题，加强知识之间的横向

纵向联系，也加强了各种解题技巧之间的联系，进

一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例 4 化学方程式 1:H2 + CuO
△

Cu + H2O
化学方程式 2:H2SO4 + Zn ZnSO4 + H2↑

把上面的两个方程式有机地结合，可得到综合题

目:以氧化铜、锌、稀硫酸为原料，设计一个实验方

案制取金属铜，写出化学方程式( 顺序不可以颠

倒)并对实验方案进行评价。
改编后的习题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活跃

了思维，学生头脑会迅速回忆氧化铜、锌、稀硫酸

和氢气的化学性质，还要想冶炼金属的办法，想实

际生产、实际做实验时应注意的各种问题等等。
在构建知识体系和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积极思考

并逐步解决问题，享受学习过程，他们会感觉到这

样学习很刺激，很有意思，很有趣味，很过瘾的。
五、联想思维编题

联想对化学的学习比其他学科更重要。由化

学方程式，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联想到质量守恒定

律想到根据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涉及到多个

反应或是溶液的综合计算等等;就化学方程式的

反应物和生成物而言，应该想到它们的化学式的

书写、所属物质的类别，想到其物理性质、化学性

质、用途、制取等等;继续想应该还有分子、原子、
分子和原子的区别、化学反应的实质、元素和物质

守恒、化合价等等。
教师应明确告诉学生:要学会根据已掌握的

化学知识去联想其它成串的化学知识，构建知识

体系，横向纵向联系起来，并养成一种习惯。
总之，由解题引起的思维延伸，从而触发编题

者的兴趣，经过创造性的构想，甚至有可能产生伟

大的构想，最后又回到解题上来，在这个解题、编
题、解题循环的过程中，不但打破了师生身陷题海的

困境，打破传统解题方法的思维定势，又对学生学习

兴趣的培养和学习积极性的调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学生不但愿意学习，乐于学习，敢于探索，接

受挑战，而且还获得了知识和各种各样的技能，更为

重要的是发展了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强化了“以不变

应万变”的答题气场，真真正正提高了学生素质，可

谓一举多得。
(收稿日期:2017 － 01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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