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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

审题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培养学生

的审题能力是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一个首要条

件。审题能力就是学生全面认识问题及条件的一

种能力，认清问题，并且把与问题相关的显性条件

和隐性条件充分提炼出来进行分析，正确完成问

题的解答。而针对初中生而言，审题能力弱是很

普遍的一个问题。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审题能力

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 ) 审题态度不端

正。很多学生在阅读题目时一看到文字多，就开

始快速浏览，而没有仔细阅读; ( 2 ) 盲目审题。有

些学生审题时抓不住关键和重点，从题目中无法

得到有用信息。
为此，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措

施: ( 1) 要求学生将题目的关键词、关键句标记出来;

( 2) 首先通读一遍，然后针对问题重点阅读，抓住关

键点，删除无用点; ( 3) 分解题目，简化问题。
例 1 毕业联欢会上，小明表演了一个小魔术:

将一根铜丝绕成线圈，罩在蜡烛火焰上，观察到火焰

立即熄灭; 再将铜圈加热后罩在蜡烛火焰上，观察到

蜡烛照常燃烧． 请你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
此题看上去很新，大部分学生在看到此题时

不知如何去解答。为此，教师首先要求学生将关

键点标记出来，学生标出: 铜丝、罩在、火焰、熄灭、
加热后、照常燃烧; 然后让学生针对问题重点阅

读; 最后，将题目分为两小问，第一，铜丝罩在火焰

上，蜡烛为什么熄灭? 第二，加热后的铜丝罩在火

焰上，蜡烛为什么正常燃烧? 通过科学认真审题，

此时学生发现此题就是换个方式在考查燃烧的条

件和灭火的原理，认真分析燃烧的条件和灭火的

原理后，根据题目信息，得: 前者是因为铜丝吸热

使蜡烛温度降到着火点以下; 而后者热铜丝不会

吸热，所以可以正常燃烧。
二、灵活运用解题思想和方法

初中阶段学生所学的化学知识点非常多，如

空气、水、气体、质量守恒定律、燃烧、金属、溶液、
酸与碱等等。因此，在解题时要根据问题搜索出

与之相关的化学知识点，思想和方法，这样才能快

速、准确地解决问题。学生在分析题时要始终以

基础知识为依据，再以合适的方法和思想简化问

题、解决问题。常见的化学解题方法有: 观察法、实
验法、对比法、排除法等等。

例 2 小亮在实验室发现一瓶盛有无色溶液

的试剂瓶，其标签已破损，从残余部分只能看出溶

质质量分数为 10% ，具体是什么物质无法辨认。
老师告诉他，这瓶溶液可能是氢氧化钠、氯化钠、
氢氧化钙或碳酸钠中的一种。

( 1) 小 亮 查 阅 氢 氧 化 钙 常 温 下 的 溶 解 度 为

0． 18 g后，认为该溶液不可能是氢氧化钙，理由是

。( 2) 小 亮 取 少 量 样 品 于 一 只 洁 净 的 试 管

中，向其中滴加无色酚酞溶液后，溶液变为红色，

溶液不可能是 ( 填写化学式) 。( 3 ) 为了确

定该溶液的成分，小亮同学继续进行下列实验，请

一起参与，并填写下列实验报告。
设计实验 方案甲: 选择氯化钙溶液来确定

该溶液的成份;

方案乙: 选择稀盐酸来确定该溶液的成份。
进行实验 请你从方案甲和方案乙中选择一

种方案进行实验。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取少量溶液于

试管 中，滴 加

。

该溶液是碳酸钠溶液。

有关 反 应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为: 。

实验反思 有同学认为还可以用一种常见的

碱溶液来确定，那么它是 溶液( 填化学式) 。
此题有一定难度，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内容较

多，可采取“利用测定结果进行先排除，最后进行实

验检验”的思路确定未知溶液，解题的关键是熟练掌

握氢氧化钠、氯化钠、氢氧化钙、碳酸钠的性质。
三、加强开放题训练

要想提高初中生化学解题能力，首先要审清

题，然后选择适宜的化学思想和方法。除此之外，

教学还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新题型和开放题的训

练，这样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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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课堂实验引发的几点思考
———以高中化学( 苏教版) 必修 1 为例

浙江省余姚市高风中学 315400 周爱芳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以实验为

基础是化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化学实验对全

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

而完全按照课本的实验操作未必能够得到预期的

实验现象，这就需要对实验进行适当的改进，以便

学生能观察到“理论上”的实验现象。
案例 1 金属钠的性质与作用

实验过程 将一小块金属钠放在石棉网上加

热，观察现象。
实验现象 钠融化成小球，外表呈灰黑色，后

破裂露出银白色，剧烈燃烧发出黄色火焰，石棉网

上留下一块黑色的液斑，周围出现一点点不明显

的淡黄色物质。
分析与思考 为什么观察不到淡黄色的过氧

化钠粉末? 多次实验发现并不是由于表面的煤油

没有擦干净而引起的，经查阅资料可知是由于酒

精灯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透过石棉网与钠接触发

生了反应置换出碳单质，所以隔绝二氧化碳与钠

的接触是实验的关键。尝试用铝片( 可以用易拉

罐的底部) 置于三脚架上，先在酒精灯上加热一

小会儿，再放一小块黄豆大小的钠，继续加热，钠

融化成小球，外表呈灰黑色，后破裂露出银白色，

剧烈燃烧发出黄色火焰( 一开始燃烧就移开酒精

灯) ，燃烧结束后铝片上留下一小堆淡黄色的固

体，像一小朵盛开的小花，形状非常漂亮。改用瓷

坩埚、废旧试管( 容易破裂) 、硬质玻璃管进行同

样的实验，现象也很明显。
案例 2 氯气的生产原理

实验过程 电解饱和食盐水，按教材装置进

行实验。接通电源，观察食盐水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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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是有利于学生解题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开放性

试题越来越多，要求初中生根据所学的知识以及

自身能力，给出灵活性答案。从近些年的初中化

学开放性试题来看，主要以生活、科技、实验为主

题，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这样的试题不仅检

验学生的化学知识，而且检验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在化学课堂上教师加强开放题训练，不仅使学生

所学化学知识得以实际运用，而且进一步拓宽学

生的化学知识面。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从实际

生活和社会经验等方面加以引导，培养学生知识

积累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例 3 2011 年 3 月 14 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因冷却系统的故障，导致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引起了

全世界的关注。( 1) 核电站是利用原子核发生

( 选填“裂变”或“聚变”) 释放能量来发电的。( 2) 下

面是核能发电中能量转化的过程，请将其补充完整。

→核能 → →机械能 电能

( 3) “福岛核泄漏”事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请你对发展核电简述自己的观点。

此题属于开放型题型，从社会的热点问题为

情景，考查了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科技的意识。问

题 1 和 2 答案都是固定的，核电站是利用原子核

发生裂变释放能量来发电的，氢弹的爆炸才是核

的聚变。原子核发生裂变过程中产生大量热量，

加热水，蒸汽发生器产生的蒸汽被送到汽轮机，带

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 所以能量的转化过程是: 核

能 － 内能 － 机械能 － 电能。问题 3 答案是灵活

的，很多学生第一次遇到此题时主要从发展核电

的优点和所带来的危害来阐述，很难与所学的化

学知识联系起来。此时教师引导学生从开发新能

源、节约化石能源以及存在的安全隐患、核废料处

理等某一方面来阐述，此时学生茅塞顿开。这种

类型的题难度并不大，学生多多训练，无论题型如

何变化，都知道如何着手解题，这样再增强学生信

心的同时，增强学生化学知识面，提高学生创新能

力。
( 收稿日期: 2014 － 0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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