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思维定势 走出易错误区
江苏省兴化市西郊中心校 225700 纪新法

高中化学中涉及到的元素化合物知识较多，

尤其高三复习的后期，在处理题目时，往往受思维

定势的影响，最容易出错。故二轮复习时切记突

破思维定势的影响，从而提高自己的备考质量。
现以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的考查为例说明之。

一、反向思维，巧越误区

例 1 取等物质的量浓度的 NaOH 溶液两份

A 和 B，每份 50 mL，向其中各通入一定量的 CO2，

然后各取溶液 10 mL，分别将其稀释为 100 mL，分

别向稀释后的溶液中逐滴加入 0． 1 mL·L －1 的盐

酸，标准状况下产生 CO2 气体体积与所加盐酸体

积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试回答下列问题:

图 1

( 1 ) 曲线 A 表明，

原溶液中通入 CO2 后，

所得溶液中的溶质 为

( 写 化 学 式 ) 、
，两 种 溶 质 的 物

质 的 量 浓 度 之 比 为

; 加 盐 酸 后 产 生

的 CO2 体积的最大值

为 mL．

( 2) 曲线 B 表明，原溶液中通入 CO2 后，所得

溶液中的溶质为( 写化学式) 、 ，两种溶

质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加盐酸后产生的 CO2

的体积最大值为 mL。
( 3) 通过计算求出原 NaOH 溶液的的物质的

量浓度。
简析 本题旨在考查四个反应及其计算。四

个反应中有两个是易错点，先后反应是难点。
本题采用逆向思维法: 由于 NaOH 的物质的

量相等，通入 CO2 后有两个结果: 过量与不过量。
即一种情况是: NaOH 和 Na2CO3，第二种情况是

NaHCO3 和 Na2CO3 ( NaOH 和 NaHCO3 不能共存，

不考虑) 。加足量盐酸后，生成气体的量就是判

断的依据因为 C 守恒。从图像上不难看出 A 为

Na2CO3 和 NaOH，其物质的量之比也用逆向思维

可解得。B 为 NaHCO3 和 Na2CO3。其它分析略。
答案: ( 1) Na2CO3、NaOH; 1∶ 3; 33． 6;

( 2) NaHCO3、Na2CO3 ;1∶ 1;112; ( 3) 0． 75 mol·L －1

二、化归思维，突破误区

例 2 硝酸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工业上通常

采用氨氧化法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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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校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设计

学方程式:

CaSO4 + CO2 +2NH3·H2 O
CaCO3 + SO

2 －
4 +2NH+

4 +H2O

图3

3． 联系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问题 2 假如溶液的 pH≈6． 5，将第二步中的浆

液过滤得到滤液，溶液中哪两种阴离子最多? 对得

到的固体进行洗涤，如何验证是否洗涤干净?

通过上面整体的分析，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呼之

欲出。硫酸根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的含量最多。第

二个问题中考察的是硫酸根离子的验证方法，将含

有 HCl 的 BaCl2 溶液，加入到最终的洗涤液里，无现

象说明已经洗涤干净。
问题 3 在第四步中，如果升高溶液温度，则会

发现 Ca2 + 的浓度增大了。试解释之。
此步骤中利用到了氯化铵的水解原理。氯化铵

水解程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深，产生更多的 H+ ，

所以能促进 Ca2 + 进入到溶液中。
从上面的案例中能看出做好此类题目的关键在

于看清题目的主要目的如何在流程图中体现，且在

反应过程中不要忘了思考原有物质中的杂质是否参

与反应。
( 收稿日期:2015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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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图 2 所示装置利用中学实验室常见试剂制取

NH3，并以空气、NH3 为原料模拟工业制 HNO3 ( 三氧

化二铬为催化剂，加热及夹持装置未画出) :

图 2

回答下列问题: ( 1) 实验时，A、C 两装置均需

加热，应先加热 装置，原因是 ; ( 2) D 装

置中应填充的物质是 ，该物质的主要作用

是 ; ( 3) E 装置的作用是 ，F、G 装置中

的物质分别是 、 ; ( 4) 若保留图 2 中黑

色粗线框内的装置但去掉通空气的导管 B，将 C
装置中的双孔橡皮塞换成单孔橡皮塞，请你用图

示的方法设计一个最简单的实验方案同样完成硝

酸的制取( 在图 3 所示的方框中画出装置图并注

明所用药品的名称) 。

图 3

简析 本 题 考 查 了 无 机 物 中 的 重 要 的 酸

———硝酸的制备。从开始题目的导入，就将考生

引入了常规思维: NH3 的实验室制取。显然，应先

加热 C，原因是使催化剂达到适宜温度，提高 NH3

的转化率; 而( 2) 中 D 应填充的物质与题目的“模

拟工业 制 HNO3”有 密 切 关 系。由 于 NH3 可 与

HNO3 反 应，故 应 选 用 能 吸 收 NH3 的 干 燥 剂:

CaCl2 或 P2O5，而非无水硫酸铜或碱石灰等; 作用

是除去未反应的 NH3。( 3) 中的答案为: E 的作用

安全瓶防倒吸; F 中的物质为水，而非浓硫酸等，G
中的物质应是 NaOH 溶液，但应注意工业上是用

饱和 Na2CO3 溶液 ( 这是思维定势，需注意) 吸收

NO 和 NO2。( 4) 中考查了 NH3 和氧气的同时制

取，而且是最简单的! 平时复习中主 要学习了

图 4

NH3 的简单制法，如把浓氨水滴

加到生石灰中等等; 也复习了氧

气的简单制法如把过氧化氢加

到二氧化锰中等等，但同时制取

NH3 和氧气的却没有做过! 于

是，想到了把浓氨水加到过氧化

钠中，但这不是最简单的答案。而是将空气通入

到浓氨水中! 如图 4 所示。
因此，此题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注意化归思维!

从而突破误区。答案: 见分析。
三、发散思维，提高能力

例 3 著名化 学 家 罗 博 特·波 义 尔 ( Ｒobert
Ｒoyle) 在一次实验中，不小心将盐酸溅到紫罗兰花瓣

上，过一会儿，他惊奇地发现紫罗兰花瓣出现红色点

点。他对这一意外的发现做出各种假设，经过多次

的实验验证，探究普遍规律，终于获得成功。对紫罗

兰花瓣遇到盐酸变红的现象，你有哪些假设? 将你

的各种假设以及验证实验方案填写在表 1 中。
表 1

你对紫罗兰花瓣遇到盐酸变红色

现象的各种假设
你验证假设的实验方案

简析 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根据已有知

识，可以从两个角度对上述现象做出假设:

( 1) 从宏观角度———物质的类属出发，可以

考虑其它的酸是否具有同样的现象，或者考虑中

性溶液、碱性溶液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 2) 从微观角度，可以从盐酸溶液中含有的微粒

出发，探究变色是由 H+、Cl － ，还是由 H2O 引起的。
对应的实验可以依据假设来进行设计和展开。

答案: ( 1 ) 其它酸使紫罗兰变色吗 ; 将稀硫

酸、稀硝酸等滴到花瓣上，观察现象。( 2 ) 盐酸能

使其他种类的花瓣变色吗; 将稀盐酸滴到其他种

类的花瓣上，观察现象。( 3) 碱液也能使紫罗兰花

瓣变色吗; 将 NaOH 溶液、Ba( OH) 2 溶液花瓣上，观

察现象。( 4) 是溶液中的 Cl － 使紫罗兰花瓣变色吗;

将 NaCl、KCl 溶液滴到花瓣上，观察现象。
总之，复习备考的过程中应不断反思自己的

思维模式，努力使自己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

次。
( 收稿日期: 2016 － 0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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