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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周期律 ( 表) 是中学化学最为重要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知识，也是化学学科中的最为

重要 的 基 本 理 论 知 识 之 一。因 而 元 素 周 期 律

( 表) 是高考试题的宠儿，每年的高考试题，不论

哪一种版本的高考试题中，都会考查元素周期律

( 表) 的相关知识。在每年的高考试题中专门考

查元素周期律 ( 表) 知识点的试题必有一道选择

题和一道非选择题。本文就选择题中关于元素周

期律( 表) 的考查，赏析一道高考真题，通过真题

谈谈关于元素周期律( 表) 的复习。
一、赏析 2015 年高考真题

题例 ( 2015 年江苏高考化学试题第 5 题)

短周期主族元素 X、Y、Z、W 原子序数依次增大，X
原子最外层有 6 个电子，Y 是至今发现的非金属

性最强的元素，Z 在周期表中处于周期序数等于

族序数的位置，W 的单质广泛用作半导体材料。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原子最外层电子数由多到少的顺序: Y、X、W、Z
B． 原子半径由大到小的顺序: W、Z、Y、X
C． 元素非金属性由强到弱的顺序: Z、W、X
D． 简单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由强到弱的顺

序: X、Y、W
解析 短周期的主族元素是指处于周期表中的

前三周期的元素，其原子序数小于 18，题中已知“Y
是至今发现的非金属性最强的元素”，根据元素周期

表中元素性质变化规律，同周期从左到右元素非金

属性增强，同主族从上到下元素非金属性减弱，因而

元素非金属性最强的元素应处于周期表中的最右、
最上位置，从而可以得到 Y 应为氟元素; 根据 Z 在周

期表中处于周期序数等于族序数的位置，而 Z 的原

子序数大于 Y 原子序数，所以 Z 一定处于第三周期，

从而也就可以得到 Z 元素应是在第三周期的第ⅢA
族，根据最外层电子数就等于主族族序数，周期序数

就等于其电子层数，从而可以得到 Z 的核外电子排

布为 2，8，3，从而可得 Z 元素为铝元素; X 原子的最

外层有 6 个电子，且 X 的原子序数小于 Y 的原子序

数，因而 X 一定处于元素周期表的第二周期，所以可

得 X 元素应为氧元素; 而 W 的单质广泛用作半导体

材料，可以得到 W 应为硅元素。由以上推断可以得

到四 种 元 素 在 周 期 表 中 的 位 置 如 图 所 示。

X Y
Z W

，由元素在周期表中的相对位置，再根

据元素周期表中的同周期和同主族元素性质的变化

规律，可以对它们的性质关系给出正确的判断。A
选项中比较了四种元素最外层电子数，根据元素周

期表的编排原则，从左到右按最外层电子数递增而

排成横行，即可得最外层电子数由多到少的顺序应

为 Y、X、W、Z，即 A 正确; B 比较四种元素原子的原子

半径，根据原子半径的比较规则，电子层数越多，原

子半径越大，相同电子层数的原子，核电荷数越大，

则其原子半径越小，即可得四种元素的原子半径由

大到小的顺序为: Z、W、X、Y，因而 B 选项不正确; C
选项中比较元素的非金属性，同周期从左到右元素

非金属性增强，即可得W 非金属性强于Z，而与W 同

主族上一周期为碳元素，与 X 元素相比较可得 X 的

非金属性强于碳元素，因而也可得到 X 的非金属性

强于 W 元素，从而可以得到结论四种元素的非金属

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Y、X、W、Z，因而 C 选项不正确;

D 选项是比较元素的简单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其

实质也是比较元素的非金属性，根据非金属性的判

断依据可得元素非金属性越强，则其简单气态氢化

物的稳定性越强，由 C 选项中得到的四种元素的非

金属性由强到弱的顺序 Y、X、W、Z，从而也就可得简

单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Y、X、W，

因而 D 选项不正确。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命题意图点评 本题考查的是元素周期表的

结构、元素周期律及元素性质的比较。其目的是

考查学生对元素周期表的结构、编排原则、元素周

期律( 表) 的同周期、同主族变化规律的相关基础

知识是否熟记，能否在实际试题中进行知识迁移

和知识的应用。
二、谈元素周期律( 表) 的复习

由文中所举题例的解析，再回看各年对元素

周期律( 表) 的基础知识及其应用形式的考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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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知道，在元素周期律 ( 表) 的复习中，首先

要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复习和识记，它是元素周

期律( 表) 知识应用的基础，失去了它们，也就是

“无皮之毛，终将不附”。因而在元素周期律( 表)

的知识复习中，要做好如下几点的复习。
1． 熟悉周期表结构

元素周期表是元素周期律在纸上的反映，元

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也就反映了其结构特征，如

元素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同时反映了其性质特征，

如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所以元素周期表的

结构与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一定要熟记。
元素周期表的横行是将所有具有相同电子层

数的原子，按其最外层电子数递增从左到右进行

排列而成。所以处于同一个横行的元素具有相同

电子层数的特征，其最外层电子数递增，也就显示

出其得电子的能力，元素的原子在反应中总是从

不稳定向稳定变化，经过反应使其最外层的电子

层结构能达到稳定，从而可得同一横行中最外层

电子数越少，越容易失去电子，而最外层电子数越

多，越容易得到电子，这里要注意其比较的前提是

具有相同的电子层数，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则该

结论也就不正确了。
横行中还要注意其主族和副族的排列方式，

从而知道元素的相邻性。元素周期表的前三周期

称为短周期，其中只有主族元素 ( 除稀有气体以

外) ，主族的族序数就等于其最外层电子数，所以

7 个主族是按从 1 到 7 的顺序排列，但从第四周

期开始，增加了副族及第Ⅷ族，而它们的增加并不

是按最外层电子数的递增进行排列，所以要记住

的是副族和第Ⅷ族的顺序，在第ⅡA 族和第ⅢA
族间插入了 10 个纵行，分别是从ⅢB 到ⅦB，再第

Ⅷ族，然后是ⅠB 和ⅡB 族，因而我们知道前三周

期的第ⅡA 与第ⅢA 族是相邻关系，而从第四周

期开始就不是相邻关系。
2． 熟练掌握元素金属性和非金属性的判断依据

( 1) 元素金属性的判断依据: 根据元素单质

与水或酸反应的难易判断，越容易与水或酸反应

放出氢气，则其金属性越强。对元素来说，一般是

谈其金属性或非金属性，对元素形成的单质来说，

一般是谈还原性和氧化性，一般来说元素的金属

性与元素单质的还原性、非金属性与单质的氧化

性是一致的，即一般来说，元素的金属性越强，则

其单质的还原性越强。同时还要注意到元素单质

的还原性与其简单离子的氧化性的关系、单质的

氧化性与其简单离子的还原性的关系，一般来说，

元素单质的还原性越强，其简单离子的氧化性越

弱; 元素单质的氧化性越强，则其简单离子的还原

性越弱。根据元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

性强弱判断，元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碱

性越强，其金属性越强。元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

水化物也就是最高价的氢氧化物。但要注意的是

“对应”而不是溶于水，金属最高价氧化物存在对

应的水化物，但不都能溶于水反应而得到。比如

CuO 不溶于水，但同样存在Cu( OH) 2 这样的最高

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
( 2) 元素非金属性的判断依据: 根据元素单

质与氢气化合的难易判断，越容易与氢气化合，生

成的气态氢化物越稳定，其非金属性越强。根据

元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强弱判断，

元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越强，其非

金属性越强。元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也就

是最高价的含氧酸。元素的非金属性只对应于最

高价含氧酸的酸性比较，不对于含氧酸的比较，更

不对 应 于 无 氧 酸 的 比 较。如 HCl 的 酸 性 强 于

H2S，但不能由此得到氯的非金属性强于硫的结

论。
3． 学会比较粒子半径

粒子的半径也即最外层电子到核的距离。它

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核对外层

电子的引力，二是外层电子的能量。核电荷数越

大，核对外层电子的引力越强，会使半径呈减小的

趋势; 电子层数越大，电子的能量越高，越易挣脱

核的束缚，使半径呈增大的趋势。因而得到了在

电子层数相同时，核电荷影响优势，即核电荷数越

大，粒子半径越小; 在电子层数不同时，电子层数

的影响优势，电子层数越多，粒子半径越大。
总之，在复习时，不能以“题海”代替复习知

识点，要重视知识点的识记，并理解各知识点间的

联系和概念的辨析，再通过适当的习题训练，学会

知识的迁移和应用，提高解决元素周期律( 表) 的

相关问题的能力。
( 收稿日期: 2015 － 0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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