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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深入到自然科学

的各个领域，同样也深入到化学的研究和教学中。
无论在阐明物质结构、物质组成的微观方面，还是研

究化学与环境关系的宏观方面，特别在化学的定量

实验和模型建构中，数学知识都有广泛的应用。
一、平时注意有关数字的教学

数字给人以明确和具体的感觉，在平时教学

中注意数字教学，将会有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分

子是很小的，一滴水约含有 1． 7 万亿亿个水分子，

一滴水如果让 13 亿中国人来数，以每分钟数 300
个分子的速率进行计算的话，数完一滴水中所含

的水分子数需要 830 年左右，这就给学生在“小”
的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象。0． 623 亿亿亿个水分子

加起来的质量仅为三分之一两左右 ( 1 两 50g)。在

教授同分异构体知识时，C5H12 有 3 种同分异构体，

C6H14有 5 种，C8H18有18 种，C9H20有35 种，C14H30有

1858 种，C40H82 有 62491178805831 种，在介绍粒子间

作用力时，化学键键能一般为100 kJ ～600 kJ，分子间

作用力为 20 kJ 左右。提出这些具体数据，学生马上

就有“小”、“轻”、“多”、“强”的强烈印象，既能帮助

理解，又能帮助记忆有关知识，也能帮助答题。在教

学过程中适当补充一些具体数字以说明问题并不是

枯燥无味的，而是具体的、生动的。讲海水中元素

时，在整个海洋中，溶解的盐类物质达 5 亿亿吨之

多，如果把这些盐类物质全部提取出来，均匀地铺在

陆地表面上，会形成150 米厚的盐层。通过这样的讲

述学生就很容易理解海洋是资源的宝库。
二、在有关晶体结构的教学中注意建立空间

观念

学生在学习立体几何时建立了良好的空间观

念，要引导他们应用到有关的化学问题中来。例

如在晶体知识学习上，晶体具有规则的几何外形，

如何理解规则呢? 其一，晶体的最小重复单位是

晶胞，晶胞是有规则的立方体或是六方体，由于晶

胞的无缝并置便构成了晶体，因此晶体是有规则

的外形。其二，金属晶体有三种结构型式: 面心立

方最密堆积 A1、体心立方密堆积 A2、六方最密堆

积 A3，由这三种堆积模型构成的金属晶体，它们

的空间原子利用率的计算则一定要利用立体几何

建立的空间概念。其三，晶体化学式的计算要通

过晶胞间“均分”来求解，这种“均分”思想中的

1 /8、1 /6、1 /4、1 /2、1 的理解一定要借助丰富的空

间想象力，否则无法理解。其四，基于定量计算的

空隙问题。它计算的理论依据是离子填充的空隙

既要满足异种电荷尽可能高配位数，同时又要使

异种电荷离子间彼此接触，这样的结构最为稳定，

可将其看成等径圆球的密堆积处理。
三、注意用数学图形来表示化学反应的历程

数学曲线是函数的图像，用数学曲线图形表

示化学两种数量关系是很直观和明确的，特别对

多离子共存溶液与某种离子反应过程，如果以图

形表示出来，会很容易理解其反应的实质的。例:

向 MgCl2、AlCl3 和 HCl 的混合溶液中，逐滴加入

氢氧化钠溶液。用图 1 所示图像表示上述反应的

历程一目了然( 横坐标表示加入 NaOH 溶液的体

积，纵坐标表示生成沉淀的质量) ，起始阶段是表

示氢氧化钠与盐酸中和的阶段，曲线上升阶段表

示铝离子、镁离子与碱反应生成氢氧化镁、氢、氧
化铝阶段，曲线下降阶段表示氢氧化铝被溶解的阶

段，最后出现“平台”阶段表示氢氧化铝已被完全溶

解的阶段。学生通过这样的学习，很容易把知识进

行系统化，结构化，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而不是整

天抱着书死背化学方程式，也只有这样的学习，思维

才不会僵化。

图 1

再者，许多化学反应过程

由于反应物的量不同，或条件

不同，其生成产物也不同。使

用类似数轴的方法来考察学

生，学生对于反应过程的理解

会更加深刻，对知识掌握会更加灵活，并能培养 

·41· 中 学 化 学 2016 年 第 5 期



开展课外实验教学 启迪探究能力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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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结合学科的特点，培养学生的自主

探究能力是新时期教学改革的重要要求。在落实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方面，笔者发现教师们往往

过于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注重在课堂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探究能力，而忽视了课外实验在启迪学

生探究能力，实现学生自主探究行为和探究精神

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课外实验实现了课堂实验的巩固与提升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除了开展好教师的演示

实验和学生的分组实验以外，还要根据教学和教

材的需要适当地安排一些课外小实验，安排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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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

举一反三的能力。例如: ( 2008 年江苏化学) 研究

反应物的化学计量数与产物之间的关系时，使用类

似数轴的方法可以收到的直观形象的效果。
四、注意用数学方法来解决化学问题

1． 用极值法来解决化学问题

常温下，向 20 L 真空容器中通入 a mol H2S
b mol SO2 ( ab 都是正整数，且都小于或等于 5) ，反应

完全后，容器内气体可能达到的最大密度为多少?

分析 在固定的容器中，要使混合气体的密度

最大，必须是剩余的气体的质量最大，等物质的 H2S、
SO2 中二氧化硫气体的质量大，因此剩余的气体必须

是 SO2，也就是说二氧化硫所体剩余越多，气体的密

度就最大，从化学方程式来看，只要求 H2S 的量要最

少，而要 SO2 气体量要最多，取它们的极值即可:1mol
H2S、5 mol SO2。依题意得到: 气体密度最大可能为

14． 4 g /L。应用极值法求解溶解一定量合金所需酸

的最低浓度，求混合气体的最大平均分子量，求某一

反应放出最大热量，求化学平衡中某一物质剩余最

大可能量和某一物质最高转化率等等。
2． 用十字交叉法解决化学问题

十字交叉法适合带有平均值的二元混合体系

的相关计算。它是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简化形式，

把乘除运算转化为加减运算，给计算带来很大的

方便。此法所得到的比值通常为物质的量之比或

质量之比甚至是体积比( 不包括溶液体积) ，它在

化学学科中也有用武之地。
3． 用讨论法解决化学问题

讨论法它是用于不定方程的求解，方程式的

个数少于其中所含未知的个数，它可能有无限的

解，但真正确合题意的答案却是有限的、甚至是唯

一的。讨论法的不定方程解法应用于有机化学计

算居多，多见于有机化合物分子式的确定，其隐含

条件通常为求知数取值范围为正整数。
五、注意用数学集合知识来说明化学化学知识

集合是现代数学知识，应用它也能解决一些

化学知识。如四大化学类型与氧化还原反应、非
氧化还原反应关系，氧化还原反应与非氧化还原

为全集( 矩形图) ，中圆形为氧化还原反应，氧化

还原反应的补集为非氧化还原反应。氧化还原反

应与化合、分解反应有交集部分，而置换反应是氧

化还原的子集，这与复分解反应是非氧化还原反

应的子集是一样的。( 如图 2 所示)

图 2

近几年的理综试卷也表明，自然科学的各学

科知识的横向联系比较密切，它是是互相渗透、息
息相关的，在平时教学中，注意应用数学知识于平

常的化学教学中，能增加教学的科学性、严谨性、
趣味性，有利于中学生把化学知识学活学好，有利

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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