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解析中考实验探究题*

山东省成武县教学研究室 274200 宋 娟

化学实验探究题是利用化学基础知识和实验

基本技能知识对化学问题进行实验探究，旨在考

查学生能否使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灵活性，能力要求较高。
纵观近几年中考化学试题，化学实验探究题已逐

步成为各省、市中考命题的重点和难点。现对常

见中考化学实验探究题类型归类解析如下。
一、物质成分的探究

解决此类问题，关键是熟练把握物质的性质，

特别是酸碱盐和氧化物类物质的性质，构建起各类

物质间反应的结构转化图，大胆推测，反复印证。
例 1 请你阅读下列短文后，回答有关问题。

“二氧化碳本身没有毒性，但当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超

过正常含量时，会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所以在人群

密集的地方，应该注意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新鲜。”
( 1) 根据上述短文，提出一个你想探究的问

题: 。( 2) 对你的问题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

猜想: 。( 3) 请自选用品设计实验验证你的

猜想，并填写表 1。
表 1

操作过程 实验现象 结论

思路点拨 通过阅读短文“二氧化碳超过正

常含量对人体有害，人群密 集 地 应 注 意 通 风 换

气”，知道探究目的是“新鲜空气和人群密集地空

气中二氧化碳含量高低问题”，再根据“人群密集

地，应注意通风换气”提出猜想“人群密集地空气

中二氧化碳含量高”。最后设计如何收集空气并

检验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实验来验证猜想。
答案: ( 1) 新鲜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量是否比

人群密集的地方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低( 其他合理

答案也可。但要注意应表述成一个问题，而不是

一个肯定的说法，比如“新鲜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量比人群密集的地方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低”，类

似这样的表述就不符合题意。) ( 2) 新鲜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量比人群密集的地方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低。( 只要说出合理猜想即可，不必作出解释。)
( 3) ( 只要学生设计的实验能够验证猜想既可，但

要注意应该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实验。)

操作过程 实验现象 结论

分别用两个注射
器，在空旷地 带
和人群密集地方
取两管气体，分
别注入到盛有澄
清石灰水的烧杯
中，观察石灰 水
变浑浊程度

注入在空旷地带取
到的 气 体 的 石 灰
水，浑浊程度小于
注入在人群密集地
方取到的气体的石
灰水的浑浊程度

新鲜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量比人群密集
的地方中的二氧化
碳含量低

二、物质变化条件的探究

该探究是为了研究物质变化的条件和影响物质

变化的因素而进行的实验探究。这里所要探究的物

质变化的条件主要有点燃、加热、催化剂、通电、高
温、高压等等; 而影响物质变化的因素主要是指外界

因素( 如温度、浓度、压强、搅拌、物质的形状或接触

面积等)。并且，这里的变化既包括物理变化，又包

图 1

括化学变化。
例 2 实 验 小 组

欲证明氧化铜能 加 快

氯酸钾的分解，他们进

行了如下实验: ①称取

x g 胆矾晶体，研细后

加入 10 mL 蒸 馏 水 溶

解; ②将足量的 NaOH
溶液与上述溶液充分反应，生成蓝色沉淀，过滤后

洗涤沉淀;③将所得沉淀转移到坩埚中，均匀缓慢

加热至完全变为黑色，研细备用;④按表 2 中的质

量混合好固体后，在相同条件下加热，并与 MnO2 的

催化效果做比较，实验时间均以生成 50 mL 气体为

准( 见图 1 甲) ，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的因素均忽略。
表 2

编号 KClO3 质量( g) 其他物质质量( g) 待测数据

1 2． 0 /
2 2． 0 CuO 0． 5
3 2． 0 MnO2 0． 5

回答下列问题:

( 1) 步骤①中的 x 应至少称取 g( 结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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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1 位小数) ，上述实验步骤中需要使用玻璃棒

的是 ( 填序号) 。
( 2) 表 2 中的“待测数据”是指 。
( 3) 为了较准确地测量气体体积，在读取反应前

后量气管中液面的读数的过程中，应注意 ( 填字

母编号)。a． 视线与凹液面最低处相平; b． 读数前不

能移动量气管和水准管; c． 保持水准管静止，待水准

管中液面不再上升时，立刻读数; d． 读数前应上下移

动水准管，待两管液面相平再读数。
( 4) 若 50 mL 量气管中液面的位置如图 1 乙

所示，A 与 B 刻度间相差 1 mL，刻度 A 为 20，则此

时气体的读数为 。
( 5) 如果要进一步探究 CuO 在反应中是否起

到催化作用，请完成表 3 后续实验。( 提示: 可从

催化剂的概念完成实验。)
表 3

实验步骤 设计这一步骤的目的

实验表明，加入 CuO 后产生 O2

的速率比未加入时快得多

CuO 能 加 快 KClO3 的 分

解

解析 本探究题的目的是证明氧化铜对氯酸

钾的催化作用，过程是先用胆矾通过化学方法制

取氧化铜，再让氧化铜与氯酸钾混合加热，并与二

氧化锰与氯酸钾混合加热比较生成等量氧气所需

的时间，来证明氧化铜对氯酸钾分解也具有催化

作用． 计算胆矾的质量应根据需要的氧化铜的质量，

可依据铜元素的质量关系进行计算。由于①②③步

中有溶解，过滤，转移固体等操作，所以都要用到玻

璃棒，表格中的“待测数据”应是本实验的关键，就是

测定反应时间，读取反应前后量气管中液面的读数

要准确，方法要规范，如果要进一步探究 CuO 在反应

中是否起到催化作用时，要从催化剂的特点入手，即

反应前后催化剂的质量和化学性质都不改变。
解 ( 1) 设需要胆矾的质量为 x。
CuSO4·5H2O ～ CuO
250 80
x 0． 5 g x = 1． 6 g
由于①②③步中有溶解，过滤，转移固体等操

作，所以都要用的是玻璃棒。( 2 ) 本题的目的是

验证氧化铜的催化作用，关键是测定反应时间，所

以表格中的“待测数据”就是测定反应时间。( 3)

为了较准确地测量气体体积，在读取反应前后量

气管中液面的读数的过程中，视线与凹液面最低

处相平，读数前应上下移动水准管，待两管液面相

平再读数。( 4 ) 注意量气管的刻度是上面小，下

面大，所以读数应是 20． 8 mL。( 5) 如果要进一步

探究 CuO 在反应中是否起到催化作用，要从催化

剂的特点入手，通过实验来验证反应前后催化剂的

质量和化学性质都不改变。
答案为: ( 1) 1． 6; ①②③ ( 2 ) 生成 50mL 气

体所需时间 ( 3) ad ( 4) 20． 8mL ( 5)
实验步骤 设计这一步骤的目的

将加热后残留的固体溶于足量
的水，过滤后称重 CuO 的质量

CuO 的质量在反应前后是
否保持不变

将过滤后的 CuO 重新与 KClO3

混合加热，观察是否依旧能加
快 KClO3 的分解

CuO 的化学性质在反应前
后是否保持不变

三、物质性质的探究

该类探究题要充分利用教材中已有的代表物

的性质。在平时的教学中不断地渗透探究精神，

贯穿探究过程，使学生遇到探究性试题有章可循，有

方法去突破，找到解题的有效途径，做到由此及类、
一题多解、多题一解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例 3 如图 2 是某同学设计的实验室制取二

氧化碳并验证其性质的实验装置图。

图 2

请回答下列问题: ( 1) 将 A、E 装置连接时，应

将 A 装置的导管 a 与 E 装置的导管 ( 选填

“b”或“c”) 相连接。检验 E 装置中二氧化碳已收

集满的方法是 。( 2 ) 将 A、B 装置连接，观察

到的 现 象 是 ，可 验 证 二 氧 化 碳 的 性 质 是

。( 3) 将 A、C 装置连接，可验证二氧化碳与

氢氧化钙反应，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 4) 用 E 装置收集一瓶二氧化碳气体，取下双孔橡皮

塞，将瓶中的气体沿 D 装置烧杯左侧内壁缓慢倒入，

观察到的现象是 ，这些现象说明二氧化碳具有

的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 ， 。
解析 ( 1) 将 A、E 装置连接时，应将 A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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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高考题看化学学科备考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11200 赵德保

高中化学是一门向学生教授大量化学知识的

重要学科，对已经进入高三的学生来说，明确学习

目标及如何开展化学复习，是面临的重要问题。
教师必须仔细研究新教学标准，并结合学生的基

础水平与学校的现有资源，探索出适合本校学生

的复习方法，刚刚结束的 2015 年高考能够为其提

供复习、备考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 2015 年化

学高考试题的分析，大致总结出 2016 年高考备考

的相关要点，望能为高三学生指出更为明确的复

习方向。
一、2015 年高考命题规律分析

1． 注重化学主干知识的考查

2015 年高考中的化学试题延续了以往的命

题方向，以高中化学课程的重点内容与核心知识

作为主要的考查内容。化学课程里的基础知识占

据了高考试题的较大比重，因此，学生应该理解并

记住基本的化学知识，只有在前期积累了丰富的

基础知识，才能将这些知识灵活地运用到解题当

中。除了主体内容之外，2015 年高考试题的命题

方向还具有一定的知识延伸性，采取较为灵活、变

通的方式进行命题。
2． 重视新教材与新课标的相关研究

新课标下，随着我国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化

学教材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新教材中探究性内

容和实验内容占据了更大的知识比重，对学生的

动手能力与自主思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

目前来看，新教材、新课标发生改变时，高考的命

题方式也会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教师应该

对新教材与新课标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进而使

学生的高考复习方向更具目的性与针对性。
3． 关注考试说明

高中化学的复习方向应该紧扣考试大纲来进

行，应该熟悉考纲的相关要求，并根据考纲要求对

高考的能力要求、知识构成、考查方式、命题原则

等进行全面地了解，另外，为了能够及时地调整复

习计划，还必须将形成性的评价方式贯穿于高考

复习的全过程。
二、切实抓好高中化学三轮复习

1． 抓好基础知识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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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考化学是以基础知识为考查的主体内

置的导管 a 与 E 装置的导管 c 相连，因为二氧

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大，二氧化碳的验满方

法是: 将一根燃着的木条平放在集气瓶口，木条熄

灭，证明满了; 故答案为: c; 用燃着的木条靠近 E
瓶 b 导管口，木条火焰熄灭。( 2 ) 将 A、B 装置连

接，观察到的现象是溶液由紫色变为红色，因为二

氧化碳能与水反应生成碳酸，碳酸能使紫色变红

色，故答案为: 溶液由紫色变为红色; 二氧化碳能

与水反应生成碳酸。( 3) 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钙反

应生成碳酸钙白色沉淀和水，可以用于检验二氧

化碳气体的存在，故答案为: Ca( OH) 2 + CO 2

CaCO3↓ + H2O。( 4 ) 将瓶中的气体沿 D 装置烧

杯左侧内壁缓慢倒入，观察到的现象是: 燃着的蜡

烛由下至上依次熄灭，这些现象说明二氧化碳具

有的性质是: 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 不能燃

烧，不支持燃烧，故答案为: 燃着的蜡烛由下至上

依次熄灭; 密度比空气大; 不能燃烧; 不支持燃烧;

答案: ( 1 ) c 用燃着的木条靠近 E 瓶 b 导

管口，木条火焰熄灭。 ( 2 ) 溶液由紫色变为红

色 二 氧 化 碳 能 与 水 反 应 生 成 碳 酸。
( 3) Ca( OH) 2 + CO 2 CaCO3↓ + H2O。 ( 4 )

燃着的蜡烛由下至上依次熄灭，密度比空气大，

不能燃烧，不支持燃烧。
解化学实验探究题一定要审好题，明白出题

者的考察意图，思路清晰、层层递进，把握好推理

的思路、方法，注重答题的规范有序; 特别是文字

叙述一定要简单明了说明问题即可，同时也要注

意书写的工整，注重卷面的规范，定会取得满意之

效。
(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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