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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上海高考中学生

易产生思维定势试题的分类释疑
上海新王牌教育 200011 张顺清

思维定势是一种按照常规方法处理问题的思

维方式，是由先前的活动而造成的一种对活动的

特殊的心理准备状态或活动的倾向性。在环境不

变的条件下，定势使人能够应用已掌握的方法迅

速解决问题，而在外部情景发生变化时，它则会妨

碍人们采用新的方法和思路。消极的思维定势是

束缚创造力的枷锁。本文把近十余年上海高考化

学试题中容易产生思维定势的试题做了归纳和整

理，希望对同仁们的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借鉴，对预防

学生解题的思维定势起到一些积极的矫正作用。
一、化学基本概念、基本反应中的定势

平时学习中对一些基本概念没有记清楚，一

些基本反应的实质没有理解透彻，在考试时就会

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例 1 的 C 选项就是容易出

现的定势思维错误。
例 1 ( 2007 年上海) 莽草酸是一种合成治

疗禽流感药物达菲的原料，鞣酸存在于苹果、生石

榴等植物中。下列关于这两种有机化合物的说法

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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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草酸 鞣酸

A． 两种酸都能与溴水反应

B． 两种酸遇三氯化铁溶液都显色

C． 鞣酸分子与莽草酸分子相比多了两个碳

碳双键

D． 等物质的量的两种酸与足量金属钠反应

产生氢气的量相同

解析 莽草酸含有醇羟基、碳碳双键、羧基三

种官能团，碳碳双键与溴水可以发生加成反应，醇

羟基和羧基都可以与钠发生置换反应，但莽草酸

没有酚羟基不能遇三价铁显色。鞣酸结构简式中

含有苯环，苯环中并不存在单双键交替的结构，六

个碳碳键完全等同，鞣酸中含有酚羟基、羧基二种

官能团，酚羟基与溴水可以发生取代反应，酚羟基

和羧基都可以与钠发生置换反应。
答案: A D。
二、化学平衡中的定势

在平时的大部分练习和考试中都是考查平衡

状态的判断标志，在平衡标志的判断中反应速率

必须要注明 v正 或 v逆 ，但 2011 年的试题中却是已

知反应达到了平衡状态，此时两个物质速率的等

式中的角标“正”或“逆”就无需标出了。
例 2 ( 2011 年上海) 自然界的矿物、岩石的

成因和变化受到许多条件的影响。地壳内每加深

1 km，压强增大约 25000 kPa ～ 30000 kPa。在地

壳内 SiO2 和 HF 存在以下平衡:

SiO2 ( s) + 4HF( g 幑幐)

SiF4 ( g) + 2H2O( g) + 148． 9 kJ
根据题意完成下列填空:

( 1) 如果上述反应在体积不变的密闭容器中

发生，当反应达到平衡时， ( 选填编号) 。
a． 2v正 ( HF) = v逆 ( H2O)

b． v( H2O) = 2v( SiF4 )

c． SiO2 的质量保持不变

d． 反应物不再转化为生成物

解析 一定要注意此时反应已经达到平衡

了，v正 ( HF) = 2v逆 ( H2O) ，a 错误; b 选项中的速率

无需注明角标“正”或“逆”，是正确的; 达到平衡

时各组分含量保持不变，c 正确; 达到平衡时，反

应并没有停止是动态平衡，d 错误。
答案: bc。
三． 化学实验中的定势

1． 受用容量瓶配制一定浓度的溶液的定势影响

很多学生学习了用容量瓶配制物质的量浓度

后，只要题目出现配制溶液的问题，毫不犹豫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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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容量瓶。容量瓶是准确配制一定物质的量

浓度的试液使用。2005 年、2010 年、2011 年的配

制溶液实验中都不需要选择容量瓶。
例3 ( 2005 年上海) 用98%的硫酸配制28%的

硫酸，所需的玻璃仪器除量筒外，还有 。
a． 容量瓶 b． 烧杯 c． 烧瓶

解析 由稀释前后硫酸溶质的质量不变得到

ρV 98% = ( ρV + V水 ) 28% ，随便取一个 V水 的值，

就可以计算出浓硫酸的体积 V。浓硫酸的体积 V
需要用 量 筒 量 取，稀 释 必 须 在 烧 杯 中 进 行。答

案: b。
2． 受简易启普发生器装置的定势影响

启普发生器及其简易装置的适用条件是: 块

状固体与液体反应、反应不需要加热、生成气体在

水中溶解度较小。高中阶段能够使用启普发生器

及其简易装置来制取的气体有 CO2、H2、H2S。有

的学生一看到启普发生器及其简易装置便不假思

索的就联想到上述三种气体，但是 2008 年的试题

中却添加了一个限定条件: 因为有部分气体逸出

要求整个实验无污染。很多学生题目也懒得看就

误选了制备 H2S 的实验。

图 1

例 4 ( 2008 年上海) 设计学生

试验 要 注 意 安 全、无 污 染、现 象 明

显。根据启普发生器原理，可用底部

有小孔的试管制简易的气体发生器

( 如图 1 所示)。若关闭 K，不能使反

应停止，可将试管从烧杯中取出( 会有

部分气体逸出)。下列气体的制取宜

使用该装置的是( )。
A． 用二氧化锰( 粉末) 与双氧水制氧气

B． 用锌粒与稀硫酸制氢气

C． 用硫化亚铁( 块状) 与盐酸制硫化氢

D． 用碳酸钙( 块状) 与稀硫酸制二氧化碳

解析 二氧化锰是粉末状固体不能用启普发

生器的简易装置来制取氧气，A 选项错误; 锌粒与

稀硫酸制氢气符合要求，B 选项正确; 硫化亚铁与

盐酸制硫化氢可以选用启普发生器的简易装置，

但是硫化氢有毒会污染空气不符合题干中的限定

要求，C 选项错误; 制备二氧化碳不能用碳酸钙与

稀硫酸反应，否则生成微溶物硫酸钙阻止反应继

续进行，D 选项错误。答案: B。

3． 受氨直接通入水中发生倒吸的定势影响

高中阶段极易溶于水的气体有 NH3、HCl，易

溶于水的气体有 SO2，这三种气体如果不含有难

溶于水的杂质气体，直接通入到水中会发生倒吸，

所以对于吸收装置一般要连接一个倒置漏斗来防

倒吸。但是如果这三种气体中含有难溶于水的杂

质气体，因为虽然上述三种气体溶于水中了，由于

还有难溶于水的气体从导管口不断逸出，导管口

压强不会立即减小，所以直接把出气导管通入到

水中也不会发生倒吸现象。2007 年高考中很多

学生受氨直接通入到水中会发生倒吸的定势思维

干扰，没有考虑到氮气和氢气对出气导管口压强

的影响，固执地认为也会发生倒吸。
例 5 ( 2007 年上海) 实验室模拟合成氨和

氨催化氧化的流程如 2 所示:

制取 N2

制取 H
]

2

→ 气体混合 → 合成氨 → 氨吸收 → 氨氧化

图 2

图 3

已知实验室可用饱和亚硝酸钠

( NaNO2 ) 溶液与饱和氯化铵溶液经

加热后反应制取氮气。
( 1) 氨合成器出来经冷却的气

体连续通入图 3 所示装置的水中吸

收氨， ( “会”或“不会”) 发生

倒吸，原因是: 。
解析 合成氨反应是个可逆反应，反应物氮

气和氢气不可能反应完全，出气导管口的氨溶于

水了，但是氮气和氢气难溶于水，出气导管口的压

强不会立即减小，不会发生倒吸现象。答案: 不

会; 因为混合气体中含有大量难溶于水的氮气、氢
气两种气体，导管口压强不会立即减小。

4． 受实验室制乙酸乙酯的定势影响

上海高中教材上对于乙酸乙酯的实验室制法

采用的是水浴加热方式，加入过量的相对较便宜

的乙醇来提高较贵的乙酸转化率，并且采用边反

应边蒸馏出乙酸乙酯的方法来提高产率。乙酸丁

酯的实验室制法采用的是空气浴加热方式，加入

过量的相对较便宜的乙酸来提高较贵的 1 － 丁醇

转化率，不是采用边反应边蒸馏出乙酸丁酯的方

法，而是采用长玻璃管冷凝回流，反应完成后再来

提取产物的方法。这两个实验加热方式不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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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过量的物质的类别( 前者是醇过量，后者是酸

过量) 也不同，乙酸丁酯的实验室制法极易受到

乙酸乙酯的实验制法的定势干扰。
例 6 ( 2013 年上海) 下列关于实验室制备

乙酸乙酯和乙酸丁酯的描述正确的是( ) 。
A． 均采用水浴加热

B． 制备乙酸丁酯时正丁醇过量

C． 均采用边反应边蒸馏的方法

D． 制备乙酸乙酯时乙醇过量

解析 由前面对这两个实验的异同分析可容

易判断 A、B、C 选项都不正确，只有选项 D 正确。
答案: D。

四、未考虑到晶体中会含有结晶水，定势地只

分析了无水晶体

很多硫酸盐晶体和硝酸盐晶体中含有结晶

水，题目如果只说晶体时，就要从含有结晶水和不

含结晶水两种情况讨论。
例 7 ( 2003 年上海) 硝酸铜是制备 Cu － Zn

－ Al 系催化剂的重要原料。19． 2 g 纯铜粉理论

上可制得纯净硝酸铜晶体的质量为( ) 。
A．28． 2 g B． 56． 4 g C． 64． 2 g D． 72． 6 g
解析 n［Cu ( NO3 ) 2］= n ( Cu ) = 19． 2 g /

64 g·mol －1 = 0． 3 mol，Cu( NO3 ) 2 和 Cu( NO3 ) 2·
xH2O 都是晶体。若为 Cu( NO3 ) 2，其质量为 0． 3 mol
×188 g·mol －1 = 56． 4 g; 若为 Cu ( NO3 ) 2·xH2O，

其质量为 0． 3 × ( 188 + 18x) ，由于结晶水为整数，

x = 1 时，结晶质量为 61． 8 g，x = 2 时，结晶质量为

67． 2 g，x = 3 时，结晶质量为 72． 6 g。答案: BD。
五、未注意反应后元素的所有去向，定势地仅

从化学式上分析

根据质量守恒知一种元素的原子在反应前后

数目是保持不变的，有时候仅从化学式上去分析

元素原子的去向，可能会有所遗漏，必须要从化学

方程式的所有产物上去分析该元素的全部去向才

真正符合质量守恒的内核。
例 8 ( 2002 年上海) 某化学课外小组用含

铜 96% 的废铜屑制取胆矾( 五水合硫酸铜) 。将

铜屑放入稀硫酸中，加热并不断鼓入空气，在氧气

作用下便生成硫酸铜。将胆矾与生石灰、水按质

量比依次为 1∶ 0． 56∶ 100 混合配制成无机铜杀菌

剂波尔多液。

①此波尔多液中 Cu2 + 和 Ca2 + 的物质的量比

为 ( 最简整数比) ;

②波 尔 多 液 有 效 成 分 的 化 学 式 可 表 示 为

CuSO4·xCu( OH) 2·yCa( OH) 2，此种配比当 x =
1 时，试确定 y 的数值。

解析 n ( Cu2 + ) ∶ n ( Ca2 + ) = 1/250∶ 0． 56 /56 =
2∶ 5; x = 1 时，很多学生一看 CuSO4 的系数为 1，

Cu2 + 之和正好为 2，所以由 n ( Cu2 + ) ∶ n( Ca2 + ) =
2∶ 5 知 y = 5。此 时 一 定 要 注 意 到 CuSO4 与

Ca( OH) 2反应生成 Cu( OH) 2 时，产物中还有 1 份

CaSO4 未计入到波尔多液的有效成分中，故 y = 4。
答案: 2∶ 5; y = 4。

六、计算题中题目提供了富余数据，学生产生

每个数据都要用的思维定势

计算题中的数据一般较多，一般情况下这些

数据都是有用的，但有时题目故意提供一些富余数

据，解答时不能产生题目提供了数据就一定要用的

定势思维。2005 年、2011 年、2013 年都要先对数据进

行取舍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例 9 ( 2005 年上海) 硝酸工业生产中的尾

气可用纯碱溶液吸收，有关的化学反应为:

2NO2 + Na2CO3→NaNO2 + NaNO3 + CO2

NO + NO2 + Na2CO3→2NaNO2 + CO2

现有 1000 g 质量分数为 21． 2%的纯碱吸收液，

吸收硝酸工业尾气，每产生 22． 4 L( 标准状况) CO2

时，吸收液质量就增加 44 g。计算吸收液中 NaNO2

和 NaNO3 物质的量之比 。
解析 由于题目没有说明 1000 g 质量分数为

21． 2%的纯碱有无反应完全，所以 1000 g 和 21． 2%
是富余数据不能用。只能用22． 4 L 和44 g 两个数据

计算，正好两个数据设两个未知数列一个方程组，要

根据差量法列一个方程。答案:5∶ 3。
七、计算题中题目没有限定加入物质的量，学

生产生加入物质一定是足量的思维定势

题目没有说反应完全了或加入的物质的量没

有说清是足量还是少量只说加入了时，切记不能

一厢情愿地认为反应完全了或加入的物质一定足

量，当加入的物质的量没有说明时，一定要从足

量、加入量为零两种情况 去 极 端 假 设，2004 年、
2009 年、2011 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例 10 ( 2004 年上海) 等物质的量的 N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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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混合气体通过 Na2O2 后，体积变为原体积的

8 /9( 同温同压) ，这时混合气体中 N2、O2、CO2 物

质的量之比为( ) 。
A． 3∶ 4∶ 1 B． 3∶ 3∶ 2
C． 6∶ 7∶ 3 D． 6∶ 9∶ 0
解析 此题没有说明 Na2O2 是否足量，如果

Na2O2 足量则 CO2 反应完全了，不需要计算就只

能选择 D 了。可以设 N2、O2、CO2 各为 x mol，体

积变为原体积的 8 /9 就是物质的量变为原来8 /9，

气体物质的量减少了 3x × 1 /9 = x /3mol，由 CO2

与 Na2O2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的差量法计算知，反

应的 CO2 为 2x /3mol，生成的 O2 为 x /3mol，这时

混合气体中 N2、O2、CO2 物质的量之比为 x: ( x +
x /3) : ( x － 2x /3) = 3∶ 4∶ 1。答案: A。

八、未注意到数据的区间范围有多个，定势地

只考虑了最明显的一个区间

对于讨论型计算，一定要注意思维的严密性，

对数据区间范围的各种情况都要考虑。
例 11 ( 2005 年上海) 含 8． 0 g NaOH 的溶液

中通入一定量 H2S 后，将得到的溶液小心蒸干，

称得无水物 7． 9g，则该无水物中一定含有的物质

是( ) 。
A． Na2S B． NaHS
C． Na2S 和 NaHS D． NaOH 和 NaHS
解析 第一种极端情况是 8． 0 g NaOH 全部

生成 Na2S，得到的质量为 7． 8 g; 第二种极端情况

是 8． 0 g NaOH 全 部 生 成 NaHS，得 到 的 质 量 为

11． 2 g，此时 7． 9 g 既介于 7． 8 g 和 11． 2 g 之间也

介于 7． 8 g 和 8． 0 g 之间，故二种组合都符合题

意，一定含有的是 Na2S。答案: A 。
九、仅仅按照题目提供的新信息去直接定势

运用，未考虑到后续的变通反应

高考中为了增加试题的新颖性和综合性，往

往题干中会出现一些新的信息或情景，解题时一

是要会利用外显信息正确模仿迁移; 二是要会排

除干扰信息，进行合理筛选有效信息迁移; 三是要

会挖掘潜在信息，注重联想类比变通迁移，使陌生

的信息熟悉化，抽象的信息具体化。
例 12 ( 2011 年上海) 氨和二氧化碳反应可生

成尿素 CO( NH2 ) 2。尿素在一定条件下会失去氨而

缩合，如两分子尿素失去一分子氨形成二聚物:

C



O

H2N NH2

+ C



O

H2N NH

→

2

C



O

H2N NH

C



O

NH2

+NH3

已知常压下 120 mol CO( NH2 ) 2 在熔融状态

发生 缩 合 反 应，失 去 80 mol NH3，生 成 二 聚 物

( C2H5N3O2 ) 和三聚物。测得缩合产物中二聚物

的物质的量分数为 0． 60，推算缩合产物中各缩合

物的物质的量之比。
解析 此时要注意三聚物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脱去 2 分子 NH3 生成链状三聚物，另一种是脱

去 3 分子 NH3 生成环状三聚物。可根据题干的

三个数据设三个未知数正好列三个方程计算。答

案: 3∶ 1∶ 1。
十、表格计算时，每组样品不同，还是按照相

同样品的表格计算方法，根据每组数据间是否成

比例去定势计算

因为所取的固体样品不同，所含成分不同，此

时不能根据是否成比例去计算，只能通过各组实

验分别求出各次样品的成分。
例 13 ( 2012 年上海) 常温下，称取不同氢氧化

钠样 品 溶 于 水，加 盐 酸 中 和 至 pH = 7，然 后

将溶液蒸干得氯化钠晶体，蒸干过程中产品无损失。
氢氧化钠质量 / g 氯化钠质量 / g

① 2． 40 3． 51
② 2． 32 2． 34
③ 3． 48 3． 51

上述实验①②③所用氢氧化钠均不含杂质，

且实验数据可靠。通过计算，分析和比较上表 3
组数据，给出结论。

解析 因为是三种不同的氢氧化钠样品，只能

分别求出每一组实验中样品的成分。可以根据每组

实验中氢氧化钠中的钠和氯化钠中的钠守恒计算，

Mr1 =2． 40 ÷ ( 3． 51 ÷58． 5) =40、Mr2 =2． 32 ÷ ( 2． 34 ÷
58． 5) =58、Mr3 =3． 48 ÷ ( 3． 51 ÷58． 5) =58。

答案: 实验①所取的氢氧化钠样品是 NaOH，

实 验 ② 和 ③ 所 取 的 氢 氧 化 钠 样 品 是

NaOH·H2O。 ( 收稿日期: 2014 － 12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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