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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已知条件解决未知问题的过程中，有多重

要素需考虑，如一并考虑，思维容量大且相互干

扰，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分层思考是指将解题

需考虑的要素进行分析，先只考虑一个，再逐个考

虑其他要素，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现以近几年

出现的典型考题为例，运用上述方法将解题的过

程归纳如下。
考点 1 以物质的量为中心的相关计算

题目 ( 节选自 2013 年江苏高考试题) 设 NA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标准状况下，6． 72 L NO2 与水充分反应转移

的电子数目为 0． 1NA

要素分析 本题需考虑两个要素: 1． 研究对

象: 从分子到电子; 2． 物理量: 从体积到微粒数。
解题思路 先考虑物理量的转换，再考虑研

究对象的变化。标准状况下，6． 72 L NO2 的物质

的量为 0． 3 mol，分子数为 0． 3NA。由 NO2 与水反

应的方程式可知，3 个 NO2 转移 2 个电子，则 0． 3NA

个 NO2 转移 0． 2NA 个电子，上面的说法错误。
考点 2 有机物同分异构体的判断

题目 ( 2012 年 海 南 高 考 试 题 ) 分 子 式 为

C10H14的单取代芳烃，其可能的结构有( ) 。
A． 2 种 B． 3 种 C． 4 种 D． 5 种

要素分析 本题需考虑两个要素: 1． 碳原子

排列不同，即碳链异构; 2． 苯环位置不同，即官能

团位置异构。
解题思路 先考虑碳链异构，再考虑官能团

位置异构。4 个碳原子有两种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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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答案选 C。烯烃、炔烃、含一个侧链的苯的同

系物、饱和一元卤代烃、饱和一元醇、饱和一元醛、
饱和一元脂肪酸的同分异构体的判断都可以采用

上述方法。
考点 3 离子浓度大小的比较

题目 ( 节选自 2011 年南通密卷) 物质的量

浓度相 等 的 下 列 溶 液①NH4Cl; ② ( NH4 ) 2CO3 ;

③( NH4 ) 2Fe( SO4 ) 2 ; ④ ( NH4 ) 2SO4，c ( NH +
4 ) 由

大到小顺序是 。
要素分析 本题需考虑两个要素: 1． 盐完全

电离出 NH +
4 ; 2． NH +

4 少部分水解

解题 思 路 根 据 电 离 方 程 式，①溶 液 中

c( NH +
4 ) 等于盐溶液的浓度，其他溶液 c( NH +

4 ) 等

于盐溶液的浓度的 2 倍，因此①溶液中 c ( NH +
4 )

最小，其它溶液相等。②溶液中 NH +
4 和 CO2 －

3 发

生水解，相互促进，c ( NH +
4 ) 小于④溶液，③溶液

中 NH +
4 和 Fe2 + 发生水解，相互抑制，c ( NH +

4 ) 大

于④溶液。因此，c ( NH +
4 ) 由大到小顺序是③ ＞

④ ＞② ＞①。比较离子浓度大小时，根据完全电

离已经能区别大小，则大小关系确定，不能区别

( 相等) 再考虑水解、弱电解质部分电离的影响。
考点 4 反应热与热方程式的计算

题目 ( 节选自 2009 年天津理综试题) 已知:

Na2O2( s) +CO2( g ) Na2CO3( s) +0．5O2( g)
ΔH = － 226 kJ /mol
根据以上热化学方程式判断，下列说法是否

正确: 2Na2O2 ( s) + 2CO2 ( s ) 2Na2CO3 ( s ) +
O2 ( g) ΔH ＞ － 452 kJ /mol

要素分析 本题需考虑两个要素: 1． 参加反

应的物质的化学计量数; 2． CO2 的状态

解题思路 所求热方程式参加反应的物质的

化学计量数为已知热方程式的 2 倍，反应热也是

2 倍，ΔH = － 452 kJ /mol。等量的 CO2 固体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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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小于气体，所求反应放出的热量变小，因

ΔH 为“－”，反而变大，上面的说法正确。
考点 5 化学平衡移动原理的应用

题目 ( 节选自 2013 年江苏高考试题) 一定

条件下存在反应: CO ( g) + H2O ( g 幑幐) CO2 ( g)

+ H2 ( g) ，其正反应放热。现有两个相同的 2 L 恒

容绝热( 与外界没有热量交换) 密闭容器Ⅰ、Ⅱ，

在Ⅰ中充入 1 mol CO 和 1 mol H2O，在Ⅱ中充入 1
mol CO2和 1 mol H2，700℃ 条件下开始反应。达

到平衡时，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容器Ⅰ中 CO 的物质的量比容器 II 中的多。
要素分析 本题需考虑两个要素: 1． 平衡建

立的途径; 2． 平衡时反应体系的温度

解题思路 将 1 mol CO2 和 1 mol H2 按照化

学计量数比换算成反应物得到 1 mol CO 和 1 mol
H2O，可知Ⅰ、Ⅱ达到平衡后，是完全等效平衡，CO
的物质的量相等。因恒容绝热，正反应放热，所以

平衡时容器Ⅰ中温度高于容器Ⅱ，Ⅰ中反应逆向

进行的程度大，CO 的物质的量比容器Ⅱ中的多，

上面的说法正确。
考点 6 粒子( 离子) 浓度变化的确定

题目 ( 节选自 2010 年重庆高考试题) 全矾

液流电池的工作原理为:

VO +
2 + V2 + + 2H + 放电

幑幐
充电

VO + + H2O + V3 +

装置( 如图 1 所示，a、b 均为惰性电极) 。

图 1

充电时若转移的电子数

为 3． 01 × 1023 个，左槽溶液中

n( H + ) 的变化量为 。
要素分析 n( H + ) 的变

化量需考虑两个要素: 1． 电极

反应 过 程 中 消 耗 或 生 成 的

H + ; 2． 电解池工作过程中 H +

定向移动产生电流所增加或

者减少的 H +。

解题思路 转移的电子数为 3． 01 × 1023 个，

物质的量为 0． 5 mol。根据工作原理结合装置图，

左槽 ( 阳 极 ) 电 极 反 应 式 为 VO +
2 + H2O － e － =

VO2 + + 2H + ，生成的 H + 数为转移电子数的 2 倍，

左槽增加的 H + 为 1 mol。因转移电子的物质的量

为 0． 5 mol，所以溶液中 0． 5 mol H + 向阴极 ( 右

槽) 定向移动产生电流，左槽减少 0． 5 mol H +。
所以，左 槽 H + 共 增 加 的 物 质 的 量 为 1 mol －
0． 5 mol = 0． 5 mol。

考点 7 化学实验中物质含量的测算

题目 ( 节选自 2012 年广东高考试题) 苯甲

酸( 分子量 122) 纯度测定: 称取 1． 220 g 产品，配

成 100 mL 甲醇溶液，移取 25． 00 mL 溶液滴定，消

耗 KOH 的物质的量为 2． 40 × 10 －3mol，产品中苯

甲酸质量分数的计算表达式为 ，计算结果

为 ( 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
要素分析 本题需考虑两个要素: 1． 研究对

象: 从 KOH 到苯甲酸; 2． 移取溶液是配成溶液的

部分。
解题思路 苯甲酸是一元酸，物质的量等于

消耗 KOH 的物质的量。配成 100 mL 甲醇溶液，

移取 25． 00 mL 溶液滴定，实际参加反应的苯甲酸

是产品的四分之一，计算表达式为

［2． 40 × 10 －3 mol × 122 g /mol × 4) /1． 22 g］×
100% ，计算结果为 96%。

考点 8 新情景下化学( 离子) 方程式的书写

题目 ( 节选自 2013 年海南高考试题) H2O2 在

酸性条件下与高锰酸钾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要素分析 化学 ( 离子) 方程式的书写需考

虑四个要素: 1． 参加反应的物质 ( 离子) ; 2． 电子

得失相等( 电子守恒) ; 3． 电荷守恒; 4． 元素守恒。
解题思路 化学 ( 离子) 方程式最多需考虑

上述四个要素，书写时按照上述顺序即可。1． 结

合 H2O2 与酸性高锰酸钾的性质确定参加反应的

粒子，初步写出 MnO －
4 + H2O2———Mn2 + + O2↑;

2． 依 据 电 子 守 恒，写 成 2MnO －
4 + 5H2O2———

2Mn2 + + 5O2↑; 3． 结合溶液呈酸性，依据电荷守

恒，在上面式子左边加 上 6 个 H + ，进 一 步 写 成

6H + + 2MnO －
4 + 5H2O2———2Mn2 + + 5O2↑; 4． 最

后根据元素守恒，水溶液中进行的反应用水补充

以满 足 H、O 元 素 守 恒，写 成 6H + + 2MnO －
4 +

5H2O 2 2Mn2 + + 5O2↑ + 8H2O。书写化学方

程式，则按照 1、2、4 的顺序书写，如需写非氧化还

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则按照 1、3、4 的顺序书写，

如需写非氧化还原化学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则按

照 1、4 的顺序书写。电极反应式的书写一般也可

以按照上面的方法。 ( 收稿日期: 2013 － 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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