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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考中有机推断和合成是热点，本文归纳了有机

推断的一般思路，具体方法，以及寻找题眼的具体的方法，总结

了有机合成遵循的原则，一般思路和解题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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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推断与合成是高考中有机化学考查的重点题型，要

想做好此类，学生首先要掌握好书本的知识，掌握好各种官能

团的特征反应；其次要掌握好各类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
是要建立系统的知识网络体系。近几年的高考主要考点有以

下几个。

1．综合应用各类有机化合物(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

乙醇、溴乙烷、苯酚、乙醛、乙酸、乙酸乙酯、脂肪酸、甘油酯、多

羟基醛酮、氨基酸、蛋白质等)的性质，进行推导未知物的结构
简式．或是相关的问题。

2．组合多个化合物的化学反应，合成具有指定结构简式

的产物。

一、有机物推断

(一)一般思路

1．顺(逆)推法。以有机物结构，性质和实验现象为主线，

(逆)正向思维得出正确经验。如顺推法可图解为：
2．分离法。根据题意，分离出已知条件与未知条件，再据

已知条件对未知条件一一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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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推断方法

1．通式推断法。具有相同通式的物质类别可以归纳如下：

CnH2。：烯烃、环烷烃；CnH2m：炔烃、二烯烃、环烯烃；CnH2．+20：

醇、醚；CnH2。O：醛、酮、烯醇；CnH 2．_02：羧酸、酯、羟醛；CnH2“
0：芳香醇、芳香醚。

2．化学反应环境联想法。环境联想可以分解为官能的特

征反应．有机反应的条件，有机物的结构简式和分子组成的变

化．等等。对于有机推断题首先要熟悉各种官能团的性质．其

次对各类有机反应的条件要记牢。

(三)寻找解答有机推断题的题眼

题眼通常是我们所说的解题的突破口．教师应教会学生

根据反应条件、根据组成和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官能团的变化

等方面来寻找突破口。下面就是寻找题眼的具体的方法。

闭卷考试不能对学生进行探究能力、创造性思维进行有效的

评价。而开放性考试评价．教师可以通过观察、交谈对学生在
整个过程中的情感、态度，以及表现出来的能力、才华进行有

效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能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对学生

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请同学们选择一个与人类健康有关的主题，查找有

关资料或采访相关人员。写一篇600字左右的小论文。(下周
一交)

评析：这个考题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学生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对自己的主题进行论证，它是开放式的，不是把学生关在

封闭的考场中的。
开放式的考试需要开放式的评价标准，如果采用应试教

学时的百分制．就不能达到开放预期的目的。在具体的操作

中，对于这种开放性考试的评价，一般采用评语与等级相结合

的原则进行。事实证明，学生也很乐意接受这种评价方式。更

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学生经过这种考试后，都喜欢上了生物，
对生物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种开放式考试与闭卷考试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闭卷考

试。需要学生在考试前对生物知识、原理作很多的记忆，僵化

地蘑复前人的知识结论，不利于学生表达自己的思考，很容易
将学生的学习兴趣磨灭掉。因此，这种开放式考试评价是有利

于学生发展的评价方法之一。

3．操作型考试的评价

生物是实验性很强的基础自然科学，很多的结论、原理都
是建立在生物实验基础上的．对生物实验操作进行评价，就是

操作型考试评价，它主要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际也是考查

学生的综合能力。

例：探究种子中是否含有水与无机盐

操作内容：(1)探究种子里是否有水分；(2)探究种子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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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含有无机盐。

实验器材：(1)晒干的小麦种或其他的种子：(2)试管、试管
夹、酒精灯、镊子等各一个。

操作要点与评分标准：将整个操作分为几个重要的步骤，

十分制进行评分。比如，取一支干净的试管，用试管夹夹住。在

酒精灯上烘烤一下——2分；取一点晒干的小麦种子，放在试
管里，在酒精灯下均匀的加热_2分；烘烤试管的底部，直到
试管口出现水雾，停止加热——1分．．．⋯·整理器材——1分，
合计lO分。这种评价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可操作性强。考后学

生心悦诚服。
4．合作型考试的评价

合作型考试的评价．是新课程教学中出现的最新颖的评

价方式。合作学习的时候，要求凡位学生合作完成一件作品或

一项任务。这种评价需要教师及学生共同参与才能进行。教师

对具体的作品或完成的项目结果．以及各小组的合作情况进
行的量分与评价；同组的学生再相互对每个人分工完成的情

感、态度与质量进行评分或等级评价；学生对自己在合作中的

表现也进行评价。将这j种评价或等级用一定的权重比例合

成起来．就成为合作考试的最终评价。如果只采用前两种的评
价，就会出现差异，就不具备客观、公正性。也不利于学生综合

素质的发展。这种评价方式。注重考核学生的分工的过程、责

任心与团队精神。这正是当今社会所要培养的人才的最根本

的要求。如果教育不为生产服务．不为社会服务，就失去它的
意义了。

总之，在初中生物教学中，我们要通过多种评价方式。激

励学生学好生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使评价变得“有效”。本

着有效评价的理念，将评价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生

物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也为社会、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合
格和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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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重构，语篇衔接与完形填空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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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学英语语篇阅读教学中的一些问

题。对于利用语境重构和注意衔接来解读语篇并解答完形填

空提出了一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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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指出：“高中阶段要着重提高学
生用英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语篇作为语言材料的载体，其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语篇教学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落实语境教学

毋庸置疑，语境对于学生更为精确地理解语篇的意义．把

握整个语篇结构是极为重要的。语篇本身就产生于特定的文

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和一定的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

text)。所谓文化语境，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文化背景。它包括有

关文化风俗习惯、交际惯例。有关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

框架等。而情景语境是语言运用时的环境。它包括话语范围。

1．根据物质的性质推断官能团

如：能使溴水反应而褪色的物质含碳碳双双键、三键“一

CHO”和酚羟基；能发生银镜反应的物质含有“一CHO”；能与
钠发生置换反应的物质含有“--0H”：能分别与碳酸氢钠铬液

和碳酸钠溶液反应的物质含有“--COOH”：能水解产生醇和羧

酸的物质是酯，等等。
2．根据性质和有关数据推知官能团个数

如：一CH伊_2Ag_+cu，0；2一OH_+H，；2一COOH(CO，)-+

Co^

3．根据某些反应的产物推知官能团的位置如：(1)由醇氧

化得醛或羧酸，一0H一定连接在有2个氢原子的碳原子上；由
醇氧化得酮，iOH接在只有一个氢原子的碳原子上。

(2)由消去反应产物可确定“一0H”或“一X”的位置。
(3)由取代产物的种数可确定碳链结构。

(4)由加氢后碳的骨架，可确定“C=C”或“C；C”的位置。
二、有机合成

(一)有机合成的实质
学生通过有机化学反应或题目提供信息．使有机物增长

或缩短碳链．或碳链和碳环之间相互转变．或在碳链和碳环上

引入、转换各种官能团，以制备不同有机物。要求学会设计有

机合成题的正确路线和简捷的途径。首先分析要合成的有机
物属于何种类型，带有什么官能团，与哪些信息有关。其次是

根据现有原料、信息和有关反应规律，尽可能合理地把目标有

机物解剖成若干片断：或寻找官能团的引入、转换方法，或设

法将各小分子拼接衍变，尽快找出合成目标有机物的关键和
突破点。

(二)有机合成遵循的原则

1．起始原料要一般为规定的原料(实际合成中要选用廉

价、易得、低毒、低污染的原料)，通常是四个碳以下的单官能

团或单取代苯。

2．应尽量选择步骤最少的合成路线。为了减少合成步骤，应

尽量选择与目标化合物结构相似的原料。步骤越少。产率越高。
3．合成路线要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

(三)解题思路

1．正确判断需要合成的有机物的类别。它含有哪些官能

团，与哪些知识和信息有关。

2．根据现有的原料、信息和有关的反应规律，尽量能合理

地把目标化合物分成若干个片断。或者寻找官能团的引入，转
换、保护方法，或者是设法将各个片断拼接衍变，尽快找出合

成目标化合物的关键。

3．将正向推导和逆向推导得出的若干个合成路线加以综一

合比较．选择出最佳的合成方案。
其解题思路可简要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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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成的具体方法

1．官能团的引入和转换

(1)碳碳双键的形成主要有：一元卤代烃在强碱的醇溶液

中消去HX；醇在浓硫酸存在的条件下消去H，O；烷烃的热裂解

和催化裂化。

(2)碳碳i键的形成主要有：二元卤代烃在强碱的醇溶液

中消去两分子的HX；一元卤代烯烃在强碱的醇溶液中消去
HX；实验室制备乙炔原理的应用。

(3)卤索原子的引入方法：①烷烃的卤代(主要应用与甲
烷)；②烯烃、炔烃的加成(1-IX、X，)；③芳香烃苯环上的卤代；

④芳香烃侧链上的卤代；⑤醇与HX的取代；⑥芳香烃与x，的
加成。

(4)羟基的引入方法：①烯烃与水加成；②卤代烃的碱性

水解；③醛的加氢还原；④酮的加氢还原；⑤酯的酸性或碱性
水解。

(5)醛基或羰基的引入方法：①醇的催化氧化；②烯烃的
催化氧化；③炔烃与水的加成；④烯烃的臭氧氧化分解。

(6)羧基的引入方法：①醛的催化氧化；②苯的同系物被
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氧化；③酯的水解；④肽、蛋白质的水解。

(7)酯基的引入方法：①酯化反应的发生；②酯交换反应
的发生。

(8)硝基的引入方法：硝化反应的发生。

2．官能团的消除

消除不饱和双键和叁键，可以通过加成反应；经过酯化、

氧化、与氢卤酸、消去等反应，可以消去羟基；通过加成和氧化

可以消去醛基；通过水解可以消去酯基或是肽键。
3．缩短碳链的方法

(1)苯的同系物被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氧化。．

(2)烷烃的催化裂化。

(3)烯烃、炔烃被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氧化。

4．成环(信息题)

(1)形成碳环：双烯成环。

(2)形成杂环：通过酯化反应形成环酯。
要想让学生掌握以上知识点，教师在教学必须灵活加以

运用，把知识转化为学生的能力，实现新课标的三维目标的整

合．真正使知识转化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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