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碳”为例谈命题思路的“点、线、面、网”
江苏省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214036 张 琳 章煜芳

以知识为载体去考查能力是命题的基本原

则，高中化学的重要考题，都是依托于知识到能力

的变迁去体现命题思路的“点、线、面、网”，下面

以“碳”为例去谈命题思想。
例 张明打开元素周期表，一眼看到了原子

序数为“6”的元素( 记作 A 元素) 。他便展开联

想，并围绕该元素设计了如下的一系列问题( 答

案略) 。
( 1) A 元素的名称为 ，画出它的原子结构

示意图 ，写出该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 。
( 2) 物质 B 是 A 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物质

B 属于( ) 。
A． 电解质 B． 非电解质

C． 酸性氧化物 D． 弱酸

( 3) A 元素的单质在氧气中不完全燃烧得到

物质 C，冬天室内炉子密封不当，也会产生大量的

物质 C，它能迅速与人体内的血红蛋白结合而引

起 。烃类物质 D 为六原子分子，它与物质 C
的式量相等。则物质 D 的空间构型为 ; 由物

质 D 为原料生产塑料袋的化学方程式是 ; 标

准状况下 5． 6 L C、D 的混合物含有的分子个数是

; 能否计算含有的原子个数? ( 填“能”
或“否”)

( 4) 明代爱国诗人于谦的《石灰吟》是这样写

的:“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

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从化学角度讲，这

首诗实际道出了与石灰石相关的几个化学反应。
①其中对于“烈火焚烧若等闲”一句说法正

确的是( ) 。
A． 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B． 产生的气体可造成温室效应

C． 属于分解反应

D． 属于置换反应

②“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包含

的两个化学反应是 、 。
( 5) A 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 物质 B) 通常不

支持燃烧。但活泼的金属 E 能在物质 B 中燃烧，

已知元素 E 的原子序数是元素 A 的两倍。请写

出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
( 6) 俗话说“水火不容”。但将少量的水滴入

正在燃烧的炉火中，发现火焰更旺。请用化学方

程式和必要的文字叙述解释原因。
( 7) 今年很多城市煤炭供应不足而造成“限

电”，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人人有责。请紧紧

围绕“元素 A 及其化合物”为中心，谈谈如何从身

边做起才能最大程度地节能、环保，最大程度地为

建设“节约型”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命制该题时，“点———线———面———网”命

题思路是如何体现的呢? 本题的第( 1 ) 问只围绕

“碳元素”考查它的名称、位置、结构，是为“点”;

第( 2) ( 3) 问考查了碳及其化合物 CO、CO2、C2H4

的有关知识及阿伏加德罗定律，这正是通过碳元

素引出的“线”; 第( 4) 问着重考查“碳及化合物的

转化关系”，可称之为“面”; 第( 5 ) ( 6 ) 问已经涉

及到“碳 家 族”以 外 的 内 容，可 看 作 从“面”到

“网”的过渡; 第( 7) 问则跳出“点”、“线”、“面”的

束缚，力图构建考生的立体思维空间，全方位的、
开放式的进行“网”的考查，这既是知识之网，又

是思维之网，更是能力之网!

从另一角度来讲，( 1 ) ( 2 ) ( 3 ) ( 4 ) 问体现的

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紧紧围绕“碳

及化合物”，从比较浅的层面上考查了元素的名

称、位置、结构、物质分类、有关阿伏加德罗定律

的计算与判断和化学用语( 化学方程式书写) 等

内容。第( 5 ) 问虽然也是考查化学方程式，却难

度稍大，需要考生经过一番推理才能完成; 况且经

验告诉我们，Mg 与 CO2 的 反应也正是学生的易

错点，所以第( 5 ) 问更倾向于“能力”的考查。第

( 6) 问的解释原因实际上就体现了“透过现象看

本质”的“过程方法”。关于“情感、态 度和价值

观”，则是渗透在题目的第( 4 ) 问第( 7 ) 问之中。
第( 4) 问以诗为载体，通过“石灰石的赞歌”映射

出的诗人“刚直不阿”的爱国情操。这种情感渗

透，对考生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激励! 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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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氧化还原反应亦可设计成原电池
———对原电池工作原理的再探究

安徽省宿州灵璧中学 234200 汤 伟 杨 宁

众所周知，非氧化还原反应即化学反应前后

元素的化合价保持不变的化学变化过程; 物理变

化即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在这些变化过程中

物质所含元素化合价均不发生变化，说明这些变

化过程中均没有电子的转移，没有电子转移，咋能

够设计出原电池呢?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若要把这种过程设计组装

成原电池，其关键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具有不同化合

价的中间产物，从而把化合价不变的过程分解为有

电子得失的两个半反应。沿着这种思路，原则上可

以把所有的化合价不变的过程设计组装成原电池。
即我们所说的非氧化还原反应也照样可以设计成原

电池! 这种组装原电池的过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

骤:①针对变化过程中的某特定元素，选择与原变化

过程系统具有不同化合价的合适的中间产物。中间

产物是否合适就看由反应物能否生成它，由它能否

生成最终产物。另外，也要看这种中间产物能否稳

定存在，涉及这种中间产物的电极是否便于制作等。
②根据两个半反应确定正负极。氧化反应为

负极，还原反应为正极。
③写出电极反应和电池反应，检查电池反应

与原反应过程是否一致。
④正确书写电池符号。
下面就以溶解过程、中和反应和沉淀反应等

电池反应为例说明如何设计组装这种原电池。
一、溶解过程

如 AgI 在水中溶解过程:

AgI( s ) Ag + ( aq) + I － ( aq)

可选择金属银作为中间产物即:

AgI( s)→ →



Ag

Ag+ ( aq) + I － ( aq)
还原( + ) 氧化( － )

正极是碘化银难溶盐电极，负极是金属银电

极。电极反应和电池反应如下:

正极: AgI + e － Ag + I － ( aq)

负极: Ag － e － Ag + ( aq)

电池总反应: AgI Ag + ( aq) + I － ( aq)

由此设计组装的原电池可表示为:

Ag ∣ Ag + ( aq) ‖I － ( aq) ∣ AgI，Ag
二、酸碱中和反应

酸碱中和反应:

H + ( aq) + OH － ( aq ) H2O
可以寻找 H2 或 O2 作为中间产物，这时，电极

可以设计为酸性溶液中的氢电极、碱性溶液中的

氢电极、酸性溶液中的氧电极以及碱性溶液中的

氧电极。
1． 以 H2 为中间产物

正极是酸性氢电极，负极是碱性氢电极。电

极反应和电池反应如下:

正极: 2H + ( aq) + 2e － H2 ( g)

负极: H2 ( g) + 2OH － ( aq) － e － 2H2O
电池总反应: H + ( aq) + OH － ( aq ) H2O
由此设计组装的原电池可表示为:

Pt，H2 ( g) ∣ OH－ ( aq)‖H+ ( aq) ∣ H2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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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

第( 7) 问则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和社会热点向考

生传输一种“绿色、环保、人文”的理念，而且题目

设置的“开放性 ”也给考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我想所有这些，足以体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了。

还 有 不 容 忽 视 的 一 点 是，“点———线———
面———网”命题思路，使题目的设置由浅及深、由
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由知识立意到能力立

意、由单向思维到多项思维再到开放思维，正顺应

了考生的认知由低到高“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

总之，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其命

题的“点———线———面———网”是紧紧围绕着学

科特点和学科思想展开的，体现了化学为人类生

产、生活服务的思想和内涵。
( 收稿日期: 2015 － 12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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