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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高考对“物质结构与性质”的考查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高等师范学校 (226000) 俞永霞

物质结构与性质是每年高考的必考内容，涉及必修

和选修两部分．考查的重点集中在：元素周期表、元素周

期律、电子排布式、结构式、电子式、原子轨道杂化类型、

分子空间结构、氢键、等电子体原理、晶胞结构、化学键的

数目计算、配位化合物的结构等．

考试说明中的要求：高中化学对于物质结构与性质

的学习是起点高，落点低．在考试说明中这一部分的要求

比较低，多数内容都是“知道”、“了解”的要求．达到“理

解”要求的有：能根据元素电负性说明周期表中元素金属

性和非金属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理解离子键的含义，能

说明离子键的形成，能用晶格能解释离子化合物的物理

性质，能用键能、键长、键角等数据说明简单分子的某些

性质，能根据杂化轨道理论和价层电子对互斥模型判断

简单分子或离子的空间构型，能结合实例说明“等电子原

理”的应用，能用金属键的自由电子理论解释金属的一些

物理性质．物质结构与性质的知识比较抽象，学起来有难

度，但考查还是比较基础，而且每年考查的知识点相对比

较稳定，相对得分率较高．

试题的特点：高考中一般考查2道题目，一题以选择

题形式出现，一题是最后的选做题．近3年高考对物质结

构与性质的考查都比较基础，考查的知识都是必须掌握

的主干知识，是双基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查的点和考查的

形式保持稳定，下面是对2010、201l、2012这三年的物质

结构试题做一个知识点的统计分析．

知识点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统计次数

化学式 、／ 1

电子排布式 、／ 、／ 2

结构式 、／ 1

电子式 、／ 1

氢键 、／ 1

杂化理论 、／ 、／ 、／ 3

空间构型 、／ 、／ 2

化学键数目 、／ 、／ 、／ 3

晶体结构 、／ 、／ 2

熔沸点高低比较 、／ l

等电子体原理 、／ 、／ 、／ 3

配位键配合物 、／ 、／ 2

统计考点 7 8 7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高考中对物质结构与性质的考

查的特点是“重基础”、“不回避常考点”．了解这些特点

有利于正面引导教师的教学，也能很好地引导学生掌握

基础知识．下面对高考涉及这部分内容的考题进行分类

解析，以供大家参考．

一、“位一构一性”的综合考查

高考中常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查原子结构、元素在周

期表中的位置和元素的性质的推断．这类题以“周期表中

元素的推断”为载体，考查学生对元素周期表的熟悉程度

及其对表中各元素性质和相应原子结构的周期性递变规

律的认识和掌握程度．考查学生对物质结构与性质关系

以及运用元素周期律解决具体化学问题的能力．常考同

周期、同主族内元素性质(核外电子排布、微粒半径、金属

性、非金属性、酸碱性、气态氢化物的热稳定性、熔沸点

等)变化规律．

例1 (2叭2年江苏卷12)短周期元素x、y、z、形的

原子序数依次增大，x原子最外层电子数是其内层电子

总数的3倍，l，原子最外层只有2个，z单质可制成半导

体材料，形与x属于同一主族．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元素X的简单气态氢化物的热稳定性比形强

B．元素驴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逐渐

比Z弱

c．化合物踊、瓯、眠中化学键类型相同
D．原子半径的大小顺序：ry>k>rⅣ>rr

解析推断的突破口通常是原子结构、元素的位置

和元素的性质等．x原子最外层电子数是其内层电子总

数的3倍，则为0元素，z单质可制成半导体材料，则为

si元素，y原子最外层只有2个，原子序数介于x、z之

间，则y为Mg元素，Ⅳ与x属于同一主族，则形为s元

素．然后考查了金属性、非金属性比较、同周期与不同周

期原子半径的大小比较以及化学键类型的分析判断．0、s

同主族，非金属性0>s，气态氢化物的热稳定性0比s

强，A项正确；形、z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分别是硫

酸和硅酸，硫酸是强酸，硅酸是弱酸，B项不正确；Mgo

由离子键构成，SiO：、sO，中都只含共价键，C项不正确；

根据同周期原子半径从左到右依次减小，同主族从上到

下依次增大，可判断D项正确，故应选AD．

解题策略这类题在解题时首先依据题目给出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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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关系、结构信息、性质信息或图示信

息推测元素种类；然后结合选项联想原子结构、元素在周

期表中的位置和元素的性质元素的内在联系，做出判断．

解题过程中学生存在的问题是推断时缺乏整体思维能

力、不能灵活应用元素周期律进行推理分析、忽视普遍规

律中的特殊性、机械类比元素性质．解答此类题的思路是

“推元素、定位置、想可能、比性质”，同时注意在运用元素

周期律时，推断元素性质既要关注元素的共性，又要关注

元素的个性．同主族元素中，某元素的性质与同主族其他

元素性质差别较大．如：氟的性质与氯、溴、碘的性质差别

较大．

二、物质结构与性质的综合考查

这类题的考点集中在原子、分子、晶体内部结构和电

子排布规则上，将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杂化理论与晶体

类型结合起来以主观题的形式考查学生对这些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近3年的高考中，有2010、2012两年是直

接根据题干情景进行问题分析，2011年是先进行元素推

断，再进行问题分析．题中所设计的几个问题常常是相互

独立的，但考查的内容却是上述知识点的综合应用．

例2(2012年江苏卷21)一项科学研究成果表明，

铜锰氧化物(cuMn：O。)能在常温下催化氧化空气中的一

氧化碳和甲醛(HCHO)．

(1)向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Cu(NO，)：争Mn(N03)2

溶液中加入Na2c03溶液，所得沉淀经高温灼烧，可制得

CuMn204．

①Mn“基态的电子排布式可表示为——．
②N0f的空间构型——(用文字描述)．
(2)在铜锰氧化物的催化下，CO被氧化成C02，

HCHO被氧化成C02和H20．

①根据等电子原理，cO分子的结构式为——．
②H：O分子中O原子轨道的杂化类型为——．
③1 mol C02中含有的叮键数目为——．
(3)向CuSO。溶液中加入过量NaOH溶液可生成

[cu(OH)。]2_．不考虑空间构型，[cu(0H)。]“的结构

可用示意图表示为——．
解析：本题以科学研究铜锰氧化物作背景，考查学生

对电子排布、原子轨道杂化类型与空间构型、等电子体原

理、[cu(OH)。]2一结构等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1)很简单，但要注意审题，是书写Mn“基态的电子

排布式，易错写成原子的电子排布式；NOf的空间构型

分析有点难度，可直接利用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分析判

断，也可利用等电子体原理采用迁移类比分析法判断，

NOf与co；一、BF3互为等电子体，判断出Nof为平面三

角形．

(2)根据CO与N，互为等电子体，由N；N，推出

c；O；H20分子中0原子成2个叮键，还有2个孤电子

对，所以杂化类型为印3；1个cO：中含有2个叮键，则1

mol C02中含有的叮键数目为2×6．02×1023个．(3)根据

配位键理论可知，[cu(0H)。]2一的中心离子cu2+与配体

0H一以配位键结合．

答案(1)①1s22s22P63s23p63≯(或[Ar]3cf5)

②平面三角形

(2)①c；o(跏3(现×6．02×1023个(或2 m01)

，3、
。’

『Ho＼，／oHl 2一『Ho＼，／oHl
2一

【H。／¨＼。Hj或【H。／L＼洲J
解题策略物质结构与性质的知识比较抽象，但考

点是单一的、基础的，要确保学生不在这些题目上失分．

一定要狠抓重要知识点，强化主干知识的巩固和运用，这

也就是教和学的灵魂所在．对于原子结构，要重点掌握构

造原理，能够应用构造原理熟练写出1—36号元素原子

的基态原子的电子排布式，对于分子结构，能应用价层电

子对互斥理论来预测分子空间构型，应记住常见的几种

典型的分子的空间构型，直线形分子(如c0：)、平面三

角形分子(如BF3)、V形分子(如H：0)、三角锥形分子

(如NH3)等．遇到陌生的分子可以采用迁移类比法分析，

尤其看其是否为等电子体，若是等电子体则不用计算价

电子对根据等电子体具有相似的结构就可以判断其空间

构型了．应用杂化轨道理论判断原子轨道的杂化类型每

年都考，但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常规的，经常性的加以训练

就可以了．熟练判断分子中共价键的类型和数目，能够应

用分子问作用力、氢键等知识解释其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掌握几种典型晶体的空间模型，常见晶体有离子晶体

(Nacl型和cscl型)、分子晶体(如干冰)、原子晶体(如

金刚石、晶体硅、二氧化硅)、金属晶体及混合晶体(如石

墨)，在解题时既要分析其晶体结构，又要能将常见的晶

体结构迁移到新物质中．

通过对以上试题的分析，笔者认为今后对这部分内

容的命题趋势是：

(1)进一步体现新课程标准对这部分内容的目标要

求，“了解人类探索物质结构的重要意义和基本方法，研

究物质构成的奥秘，认识物质结构与性质的关系，提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作为江苏卷中的选做题，不管是物质结构还是实

验化学，这两道题意义在于“有利于课程开设”的原则，

同时体现公平性原则，所以难度不会大，题目的情景和形

式会变，但考查的基本考点、重要考点应该不变，仍会体

现高考“稳中求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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