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檭檭檭檭檭

檭檭檭檭檭

殐

殐殐

殐

复习与练习 基于“知识内化”目标的高三化学复习策略例析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226300 张建卫

笔者从事高三化学教学多年，从实践经验来

看，高三化学复习课要帮助学生理顺知识，熟悉考

点，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分析化学问题和解决

化学问题的能力。基于“知识内化”目标的高三

化学习题课如何组织和实施呢? 立足双基、放眼

高考是两个重要的抓手，本文就该话题进行讨论，

望能有助于提高高三化学复习的实效。
一、立足双基，借助于习题串接知识点

从近年高考题来看，对双基的考查权重越来

越大，这给高三化学习题课选题指明了方向，选择

的习题和例题必须立足于双基，借助于问题解决有

效串接各个章节的化学知识，促进知识复习网状化、
系统化，提高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例如，复习“氧

化还原反应中的四大规律及其应用”这部分内容时，

笔者设计了如下习题串接学生的知识点。
例 1 水热法制备 Fe3O4 纳米颗粒的反应为

3Fe2 + + 2S2O
2 －
3 + O2 + xOH －

Fe3O4 + S4O
2 －
6 + 2H2O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 每生成 1 mol Fe3O4，反应转移的电子总数

为 4 mol
B． Fe2 + 和 S2O

2 －
3 都是还原剂

C． 1 mol Fe2 + 被氧化时，被 Fe2 + 还原的 O2 的

物质的量为 1 /3 mol
D． x = 4
解析 A 项，该 反 应 的 氧 化 剂 是 O2，生 成

1 mol Fe3O4，消耗 1 mol O2，转移的电子为 4 mol;
B 项 Fe2 + 和 S2O

2 －
3 都是还原剂; C 项，3 mol Fe2 +

反应时，被氧化的只有 2 mol，此时反应的 O2 为

1 mol，被 Fe2 + 还原的 O2 为 1 /2 mol，所以当1 mol
Fe2 + 被氧化时，被 Fe2 + 还原的 O2 的物质的量为

1 /4 mol; D 项根据电荷守恒可知 x = 4。
例 2 已知下列反应:

Co2O3 +6HCl( 浓 ) 2CoCl2 +Cl2↑ +3H2O(Ⅰ)

5Cl2 + I2 + 6H2 O 10HCl + 2HIO3 ( Ⅱ)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反应Ⅰ中 HCl 是氧化剂

B． 反应Ⅱ中 Cl2 发生氧化反应

C． 还原性: CoCl2 ＞ HCl ＞ I2
D． 氧化性: Co2O3 ＞ Cl2 ＞ HIO3

解析 选项 A，反应( Ⅰ) 中，Cl － 失去电子，

HCl 为还原剂。选项 B，反应( Ⅱ) 中，Cl2 得到电

子变为 Cl － ，发生还原反应。根据反应( Ⅰ) 可知，

Co2O3 ( 氧化剂) 的氧化性大于 Cl2 ( 氧化产物) ，

HCl( 还原剂) 的还原性大于 CoCl2 ( 还原产物) ，根

据反应( Ⅱ) 可知，Cl2 的氧化性大于 HIO3，I2 的还

原性大于 HCl，故选项 D 正确，选项 C 错误。
设计意图 帮助学生串接如下几个知识点。

1． 由具体反应判断物质氧化性、还原性的相对强

弱; 2． 由物质的氧化性、还原性强弱判断反应发生

的可能性; 3． 通过电子转移守恒规律进行有关氧

化还原反应的计算与配平; 4． 通过氧化还原规律进

行定性判断。
二、放眼高考，借助于真题锤炼能力

高三复习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学生高考化学

的分数，在制作习题的过程中应该将各地典型的

高考题囊括进来，让学生练一练手。在题型的选

择上要 注 意 与 所 复 习 知 识 的 匹 配 度。例 如，对

“氧化还原反应”的复习，就可以选择几道与复习

内容相关度较高的高考题，组织复习。
例 3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分子式为 C2H6O 的有机化合物性质相同

B． 相同条件下，等质量的碳按 a、b 两种途径

完全转化，途径 a 比途径 b 放出更多热能

途径 a: C
H2O
→

高温
CO + H2

O2

→
点燃

CO2 + H2O

途径 b: C
O2

→
点燃

CO2

C． 在氧化还原反应中，还原剂失去电子总数

等于氧化剂得到电子的总数

D． 通过化学变化可以直接将水转变为汽油

例 4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若 H2O2 分解产生 1 mol O2，理论上转移的

电子数约为 4 × 6． 02 ×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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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驱动 思维发散 对点发力
———“沉淀溶解平衡”复习课的设计

广东省深圳市新安中学高中部 518101 兰建祥

知识问题化，问题情景化，这是实现知识向能力

转化的根本策略，也是最有效的策略。高三复习课

中复习知识的过程、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和培

养能力的过程，应体现能力大于学科本位知识的新

课程理念，体现知识的应用价值和学以致用的教学

思想。基于高三学生已经具备良好的知识与能力积

累，笔者在高三复习教学中一直秉持问题探究观，通

过创设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

行发现式、探究式和发展性、过程性学习。
下面以“沉淀溶解平衡”的复习为例说明如何设

计问题驱动、思维发散、对点发力的高效复习课堂。
一、教学内容与目的指向分析

1． 教学重点: ( 1 ) 巩固学生对溶解平衡概念

的理解。( 2) 学会运用溶度积规则定量分析和解

决溶解平衡问题。( 3) 沉淀转化及其运用。
2． 解决学生的疑点问题: 化解学生对溶解平

衡在认识上的三大误区: ( 1 ) 当两种离子恰好按

化学方程式的计量数之比发生沉淀反应后，两种

离子在溶液中就不再存在( 忽视了溶解平衡的存

在) 。( 2) 只有难溶物才存在溶解平衡( 对溶解平

衡的狭义理解) 。( 3 ) 溶解度小的难溶物可以转

化成溶解度更小的难溶物，而溶解度更小的难溶

物不能转化成溶解度小的难溶物( 对沉淀转化的

错误认识) 。
3． 解决难点问题: 有关 Ksp的计算，溶解平衡

图像。
二、教学策略与设计思路

1． 通过问题情景，深化学生对溶解平衡概念

的理解。2． 通过溶度积规则的运用，强化学生对

溶解平衡本质的理解，并提升定量分析和解决溶

解平衡问题的能力。3． 通过问题探究，化解学生

对溶解平衡的理解误区。4． 通过典型问题的归类

分析，突破学习中的难点，特别是提升有关计算和分

析图像问题的能力。
教学设计思路如图 1 所示:

图 1

三、教学主体流程

1． 环节一: 溶解平衡的概念与溶度积规则

创设情景 1: 常温时，AgCl、AgBr、AgI 的溶度

积常数见表 1。
表 1

Ksp ( AgCl) Ksp ( AgBr) Ksp ( AgI)

1． 8 × 10 －10 5． 0 × 10 －13 8． 3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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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B． 室温下，pH = 3 的 CH3COOH 溶液与 pH =
11 的 NaOH 溶液等体积混合，溶液 pH ＞ 7

C． 钢铁水闸可用牺牲阳极或外加电流的阴

极保护法防止其腐蚀

D． 一定条件下反应 N2 + 3H 幑幐2 2NH3 达到

平衡时，3v正 ( H2 ) = 2v逆 ( NH3 )

设计意图 对高考考题的研究和复习更能凸

显章节知识复习的重点，例 3 是氧化还原反应的

规律与有机物同分异构体的性质、盖斯定律、化学

反应规律等内容的综合，在讲解过程中让学生意

识到氧化还原反应规律体现在得失电子数目守

恒、归中规律、强强联手等知识上。例 4 的侧重点

则在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转移、盐类水解和弱电

解质的电离、金属防护、达到化学平衡的判断等知

识综合上。
解题能力是高考获胜的利器，高三化学复习

课必须帮助学生有效复习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要切实提高学生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解

决类似高考难度问题的能力。在复习课上要多引

导学生变换思考角度，这样不仅提高了知识和方

法复习的广度，还能有效拓宽学生的思维。
(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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