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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高考试

题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在以往的高考中，

实验题一直作为各省市高考的必考试题，虽然侧

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实验题的比重有增无减，特别

是新课程改革以来，进入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

科学素养的提高有更深层次要求的时代，实验的

地位越来越高，它能充分考察学生对实验基础知

识和基本操作的掌握、实验 综 合 分 析 和 应 用 能

力。
纵观近几年的各省市高考试题，重点考查内

容相近，基本以物质的制备、分离与提纯、性质的

探究、定性和定量分析等为主，以简答题、选择题

的考查形式出现。如近三年的浙江省理综卷中的

第 28 题( 见表 1) 。

表 1 2012 年 ～ 2014 年浙江省高考理综卷

第 28 题( 实验题) 的考查内容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 1)
装置名称和

用途
装置名称

仪器选择和使用、试
剂的替代与优化

( 2)
实验条件

控制

实验操作

流程

流程试剂

作用

( 3) 原料混合要求
实验流程设计

目的
分离条件控制

( 4)
实验流程目的、萃
取剂的选择要求

实验操作

原理

实验流程

设计目的

( 5)
仪器的规范

操作

定量计算和溶液

配制的仪器选择
洗涤剂的选择

( 6)
实验操作的

基本原理
实验误差分析

分析这三年实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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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以物质制备实验为载

6H2O － 24e － 6CO2↑ + 24H +

C． 放电过程中，H + 从正极区向负极区迁移

D． 在电池反应中，每消耗 1 mol 氧气，理论上

能生成标准状况下 CO2 气体 22． 4 /6 L
解析 高温条件下微生物会变性，A 错误; 负

极是葡萄糖失电子生成 CO2，电极反应为 C6H12O6

+ 6H2O － 24e － 6CO2↑ + 24H + ，B 正确; 原电

池内部阳离子应向正极移动，C 错误; 正极反应式为

O2 +4e
－ +4H + 2H2O，消耗 1 mol O2 生成 1 mol

CO2，标准状况下体积是 22． 4L，D 错误。选 B。
【巩固练习】

图 3

1． ( 2013 年 江

苏) Mg － H2O2 电池

可用于驱动无人驾

驶的 潜 航 器。该 电

池以海水为电解质

溶 液，示 意 图 如 图

3。该电 池 工 作 时，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Mg 电极是该电池的正极

B． H2O2 在石墨电极上发生氧化反应

C． 石墨电极附近溶液的 pH 增大

D． 溶液中 Cl － 向正极移动

2． ( 2013 年新课标全国卷Ⅱ) “ZEBＲA”蓄电池的

图4

结构如图 4 所示，电极材料

多孔 Ni /NiCl2 和金属钠之

间由钠离子导体制作的陶

瓷管相隔。下列关于该电

池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电 池 反 应 中 有

NaCl 生成

B． 电池的总反应是金属钠还原三价铝离子

C． 正极反应为 NiCl2 + 2e 
－ Ni + 2Cl －

D． 钠离子通过钠离子导体在两电极间移动

图 5

3． ( 2013 年北京理综)

通 过 NOx 传 感 器 可 监 测

NOx 的含量，其工作原理示

意图如图 5: ①Pt 电极上发

生 的 是 反 应 ( 填“氧

化”或“还原”) ; ②写出 NiO 电极的电极反应式:

。
参考答案: 1． C 2． B
3．①还原 ②NO + O2 － － 2e － NO2

( 收稿日期: 2015 － 0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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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试题涉及面广、综合度高、问题的设计可难可

易、区分度较大，有效调控试卷的难度系数，广受

命题专家青睐。在相对陌生背景下的实验题，学

生得分率较低，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2 年 ～ 2014 年浙江省高考理综卷

第 28 题( 实验题) 的平均得分( 含零分卷)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试题总分 14 14 14

平均得分 6． 23 7． 66 5． 7

从日常的试题批改和批阅高考试卷的教师反

映，学生失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题干陌生，导致紧

张、思路混乱，出现词不达意、不规范、语言描述不

精练、条理不清、含糊其辞、表达不完整等现象。
据此，笔者结合近几年的高考真题和模拟试题，归

纳总结常见的实验题中答题的规范表述，为高考

增分。
一、常见仪器及规范使用

1． 仪器名称表述

化学仪器是化学专业术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一定要避免写错别字，如坩埚，切勿写成“钳

锅”; 也要避免根据自己的意愿写，如蒸馏烧瓶，

尽量不要写成具支烧瓶或带支管的圆底烧瓶; 如

吸滤瓶，不要写成具支锥形瓶; 如将三口 ( 三颈)

烧瓶写成“三头、三嘴、三井、三劲”烧瓶。
2． 常考仪器的规范使用

( 1) 密封性检查

①检漏( 见表 3)
表 3 常见仪器检漏操作的文字表述

仪器 操作的规范文字表述

容量瓶

加入少量水，塞紧玻璃塞，将容量瓶倒转，观察是

否有水滴流出，再正放将玻璃塞旋转 180°，再倒

转观察是否漏水

滴定管
关闭开关，加入约为 3 mL ～ 5 mL 水，静置观察是

否有水滴滴下

分液漏斗

关闭开关，向分液漏斗中加入少量的水，垂直放

置，观察是否有水滴流出 ( 玻璃旋塞的检漏) ; 然

后将漏斗倒转，观察是否有水滴流出，再正放将玻

璃塞旋转 180°，再倒转观察是否漏水 ( 玻璃塞的

检漏)

②气密性检查

先形成封闭系统 ( 如关闭活塞、导气管插入

水中等) ，后操作 ( 如手捂、用酒精灯微热、加水

等) ，现象描述( 如导管末端出现气泡且冷却后形

成一段水柱、漏斗的导管中形成一段水柱且一段

时间后不下落等) ，最后结论 ( 一般为: 则气密性

良好) 。在实际答题中学生往往只答操作，表达

不完整。
( 2) 滴定管的使用

①检漏( 见表 3)

②洗涤、润洗( 见二中的 2、洗涤)

③装液: 从上口注入溶液至滴定管“0”刻度

以上 2 mL ～ 3 mL，用滴定管夹固定。
④调整液面: 轻轻转动酸式滴定管的活塞或

轻轻挤压碱式滴定管的玻璃球，使滴定管的尖嘴

部分充满溶液，无气泡，调整液面至“0”刻度或以

下; ( 酸式滴定管开大开关，使水快速流出; 碱式

滴定管将橡皮管向上弯曲，轻轻挤压玻璃球，使水

缓慢流出( 见图 1) ) 。
⑤滴定: 用左手控制活塞，右手摇晃锥形瓶，

眼睛注 意 锥 形 瓶 内 溶 液 颜 色 的 变 化 ( 如 图 2、
图 3) 。

图 1 图 2 图 3

⑥滴定终点的判断: 滴入最后一滴，溶液由

……色突变为……色，且半分钟不变色。
( 3) 试纸的使用

①pH 试纸: 用镊子夹取 pH 试纸于干燥的表

面皿( 玻璃片、点滴板) 上，用洁净的玻璃棒蘸取

待测液于试纸上，待变色稳定后，与标准比色卡对

比。
②其他试纸: 基本操作相同，但有些试纸先要

润湿。
二、实验的基本操作

1． 物质的检验

在物质的检验中，学生非常容易失分，往往只

看到“加……试剂，现象……”，少了几个关键点。
正确的表述为:

( 1) 某种微粒的检查: 取少量样品，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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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如看 到……现 象，则 结 论…… ( 如 果 是 固

体，一般要加水或……溶解后再检验) ; ( 一般用

沉淀法、显色法等灵敏度高的方法) 。
( 2) 沉淀是否完全: 静置，取少量上层清液，

滴加……试剂，如看到……现象，则结论……。
( 3) 沉淀是否洗涤干净: 取少量最后一次洗

涤液，滴 加……试 剂，如 看 到……现 象，则 结 论

……; ( 一般用沉淀法、显色法 等 灵 敏 度 高 的 方

法，尽量不用气体法、焰色反应等低灵敏度的方

法) 。
( 4) 固体质量变化的恒重表述: 最后两次称

量质量之差小于 0． 1g。
2． 洗涤

( 1) 普通过滤后洗涤: 沿玻璃棒往漏斗中加

蒸馏水( 或其他洗涤剂) 至没过滤渣，等水自然流

完后重复 2 ～ 3 次。学生中会出现“将滤渣取下

放入烧杯中，加水洗涤”或“加水洗涤”等答案，都

是表述错误或不规范的。
( 2) 减压过滤后洗涤:

①关小水龙头，往布氏漏斗中加洗涤剂至没

过滤渣，让洗涤剂缓慢通过滤渣，等洗涤剂流完

后，重复 2 ～ 3 次。
②粘在布氏漏斗上的物质: 用滤液冲洗。
( 3) 溶液配制中的洗涤: 用蒸馏水冲洗烧杯

和玻璃棒。
( 4) 滴定管的洗涤或润洗: 从滴定管上口装

入 3 ～ 5 mL 的水或所装溶液，慢慢倾斜转动滴定

管，使洗涤液润湿内壁，然后竖直从下口放出洗涤

液，重复 2 ～ 3 次。
3． 萃取、分液: 重要操作步骤的文字表述

( 1) 检漏( 见表 3)

图 4

( 2 ) 振 荡: 右 手 压 住

分液漏斗的玻璃塞，左手

握住旋塞，将分液漏斗倒

转过来，用力振荡。
( 3 ) 放 气: 将 分 液 漏

斗的瓶身倾斜，导管朝上，

左手握住旋塞，用拇指和食指旋开旋塞放气 ( 见

图 4) 。
( 4) 分液:

①操作的规范表述: 将分液漏斗口上的玻璃

塞打开或是玻璃塞上的凹槽或小孔对准漏斗口上

的小孔，使漏斗内外空气相通; 打开旋塞，使下层

液体慢慢流出，待下层液体完全流出后，关闭旋

塞，将上层液体从漏斗口上口倒出。
②萃取剂的选择: 互不相溶，互不反应，溶质

在萃取剂中的溶解度远远大于在原溶剂中的溶解

度。
4． 减压过滤( 抽滤或吸滤)

重要操作步骤的文字表述。
( 1) 滤纸的选择: 一般选择比布氏漏斗内径

略小又能将全部小孔盖住的滤纸。
( 2) 布氏漏斗: 布氏漏斗的颈口斜面应与吸

滤瓶的支管口相对。
( 3) 安全瓶: 导管应短进长出或短进短出。
( 4) 相关操作:

①滤纸润湿: 用蒸馏水润湿滤纸，微开水龙

头，抽气使滤纸紧贴在漏斗瓷板上。
②转移: 用倾析法转移溶液，溶液量不超过漏

斗容量的 2 /3，开大水龙头，待溶液快流尽时再转

移沉淀。
③滤液的取出: 当吸滤瓶内滤液高度快达到

支管口时，应拔掉吸滤瓶上的橡皮管，从吸滤瓶的

上口倒出溶液; ( 不能从支管口倒出) 。
④吸滤完毕或中途停止: 先拆下连接抽气泵

和吸滤瓶间的橡皮管，后关闭水龙头，以防倒吸。
5． 焰色反应实验操作的文字表述

用洁净的铂丝( 铁丝、铬丝) 蘸取待测物于酒

精灯火焰上灼烧，观察火焰焰色，火焰为……色，

则含有……。( 钾元素的焰色观察必须透过蓝色

的钴玻璃)

6． 结晶操作的规范表述

( 1) 蒸发结晶: 加热到有大量晶体析出。
( 2) 冷却结晶:

①现象表述: 加热到溶液表面有晶膜出现。
②冷却结晶的基本流程表述: 加热浓缩→冷

却结晶→过滤→洗涤→干燥。
三、实验流程设计目的或作用

1． 过滤后洗涤滤渣的目的

( 1) 水洗: 去除固体表面……可溶性杂质。
( 2) 冰水洗涤:

①去除表面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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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减少溶解而损耗。
( 3) 乙醇洗涤:

①去除表面的杂质( 包括水) 。
②减少溶解而损耗。
③乙醇易挥发，可以得到较干燥的晶体 ( 但

杂质只有水时，只答②③) 。
2． 某些实验温度控制的目的

( 1) 一般 控 温 的 目 的: 控 制 反 应 温 度，防 止

……( 如某物质的分解、发生副反应等) 。
( 2) 保持恒温的目的: 提高反应物的转化率，

加快反应速率。
( 3) 反应温度不易过高的可能目的:

①防止……物质分解。
②防止……物质脱去水等。
③防止……物质发生副反应( 主要用于有机

反应) 等。
( 4) 水浴 /油浴 /沙浴加热的优点:

①受热均匀。
②易控制温度。
( 5) 温度计水银球的位置及使用目的:

①制乙烯: 混合液的液面下，测反应液的温度;

②蒸馏 ( 或分馏 ) : 蒸馏烧瓶的支管口略偏

下，测馏分即出去的气体的温度。
③水浴 /油浴 /沙浴加热: 水 /油 /沙中，测水 /

油 /沙的温度。
3． 趁热过滤的目的

( 1) 除去……晶体。
( 2) 防止目标产物晶体的析出。
4． 有机化学中制备反应后经常加无机盐( 如

乙酸乙酯中加饱和 Na2CO3、皂化反应后加 NaCl)
的目的

( 1) 可能降低有机物的溶解度，便于分层析

出( 盐析法) 。
( 2) 可能与某些物质反应，从而与其他物质

分离( 如阿司匹林的制备中加 NaHCO3，将阿司匹

林变成可溶性的盐，与聚合物分离) 。
5． 恒压漏斗( 连通管) 的作用( 见图 5)

平衡气压，使溶液顺利滴下。
6． 冷凝管的使用目的

( 1 ) 作 用: 横 放———冷 凝; 竖 放———冷 凝 回

流，提高反应物的利用率。

图 5

( 2) 冷却水: 冷凝水应下进上出，目的为增强

冷凝效果。
7． 固体粉碎的目的

增大接触面积，加快反应速率，且使反应更完

全( 或提高反应物的转化率) ，而学生往往只叙述

使反应完全，表述不完整。
8． 玻璃棒搅拌的作用

( 1) 稀释: 加快散热。
( 2) 溶解: 加快溶解。
( 3) 蒸发: 加快散热，防止飞溅。
( 4) 反应中搅拌: 增大接触面积，加快反应速

率，使反应充分。
9． 无水操作的目的

防止…水解或防止…吸水，失去…的性质。
10． 有机等反应中加一种液体( 不参与反应)

的作用

一般为溶剂，促进……的溶解。

图 6

11． 实验题中的分水器的

使用( 见图 6)

( 1 ) 使 用 目 的: 分 离 出

水，使平衡向正方向移动。
( 2 ) 判断反应已基本 结

束的现 象 表 述: 分 水 器 中 水

量不再增加。
12． 两种气体反应前同时

通入浓硫酸等溶液中的作用

( 1) 混合均匀。
( 2) 控制气流的流速。
( 3) 如果是浓硫酸，还起到干燥作用。
化学实验题是高考化学试题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规范的文字表述可以提高学生答题的得分率，

适当地避免了因考试的紧张而导致发挥的失常，

通过总结了近几年高考中几个考点，希望学生能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收稿日期: 2015 － 0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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