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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越来越重视化学实验的考查。从 2014
年江苏高考化学试题来看，在选择题中专门考查

实验的有两道题，在其他试题中还有多题涉及到

实验的考查; 在非选择题中有一题是专门考查化

学实验( 如果包括最后一题选做题的实验题，则

考查实验的有两道题) ，在其他的如工业流程题

等中也有部分考查实验内容。综合分析这些试题我

们可以发现，对实验的考查分为选择题考查和非选

择题考查，其中选择题考查主要还是对实验基础知

识的考查，而在非选择题中对实验的考查不仅注重

了实验能力特别是分析和综合能力的考查，同样也

突出了对实验基本操作、实验现象的描述等基础知

识的考查。本文就以江苏高考中的两道实验题来看

化学实验的考查，并探究高三化学实验的复习方法。
一、高考真题解析及命题分析

1． ( 2014 年江苏高考第 5 题) 下列装置应用

于实验室制氯气并回收氯化锰的实验，能达到实

验目的的是( ) 。

A． 用装置甲制取氯气

B． 用装置乙除去氯气中的少量氯化氢

C． 用装置丙分离二氧化锰和氯化锰溶液

D． 用装置丁蒸干氯化锰溶液制 MnCl2·4H2O
解析 A 选项中用浓盐酸与二氧化锰制备氯气

时必须是在加热条件下才能进行，A 不正确; B 选项

中用洗气的方法除去气体中的杂质气体时，应“长管

进短管出”，B 中通入气体的方向不正确，B 不正确;

C 选项中是用过滤的方法分离固体与溶液，C 正确;

D 选项中从氯化锰溶液中获取晶体时，不能直接加

热蒸发，因为氯化锰在加热过程中会发生水解，应在

酸性条件下将其蒸发，D 不正确。

答案: C。
2． ( 2014 年江苏高考第 13 题) 在探究新制饱

和氯水成分的实验中，下列根据实验现象得出的

结论不正确的是( ) 。
A． 氯水的颜色呈浅绿色，说明氯水中含有 Cl2
B． 向氯水中滴加硝酸酸化的 AgNO3 溶液，产

生白色沉淀，说明氯水中含有 Cl －

C． 向氯水中加入 NaHCO3 粉末，有气泡产生，

说明氯水中含有 H +

D． 向 FeCl2 溶液中滴加氯水，溶液颜色变成

棕黄色，说明氯水中含有 HClO
解析 新制氯水中存在着氯气与水反应的化学

平衡，所以可得氯水中的成分有氯气分子、氯离子、
氢离子、次氯酸分子、次氯酸根离子以及水电离出来

的极少量的氢氧根离子。通过实验方法可以将溶液

中的粒子鉴别出来。如 A 选项中的氯气是黄氯色气

体，所以从氯水的颜色可以判断氯气分子的存在、B
选项中的硝酸银和稀硝酸是检验氯离子存在的方

法、C 选项中用碳酸氢钠与酸的反应检验溶液呈酸

性，这些都是正确的检验物质或某种粒子存在的方

法。而 D 选项中在检验溶液中存在次氯酸时的方法

不正确，因为氯水的成分中既存在着强氧化性的次

氯酸，但同时也存在着强氧化性的氯气，它们都可以

将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从而使溶液变成了棕黄色，

D 不正确。
答案: D。
二、探究高三化学实验复习

由以上 2014 年江苏高考化学试题中两例实

验考查可以看出，高考中在选择题型中对实验的

考查偏重于基础实验知识及基础实验知识的应用

的考查。由真题出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做好高考化学实验的复习。
1． 讲实验不如做实验

心理学实验证明，学习是一种过程的体验，所以

学生的参与度是学习的关键。中学阶段是形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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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逻辑思维过度的重要阶段，很多学生在不是很熟

悉的环境中，更多的依赖于形象思维，所以在教学中

要从理论的描述转化为学生的参与。实验教学中要

能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到实验中来，如在介绍实验

仪器的使用，可以开放实验室，让学生到实验室进行

实际操作的练习，这样他们更容易记住各种仪器的

特点、作用方法和使用注意点，其达到的效果绝不是

老师在课堂讲授所能达到的。同样，一些简单的、无
危险的实验也同样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开放，让每个

学生有动手的机会，这样既可以将化学中常见的化

学实验问题通过实际操作解决，利于学生对实验的

理解和记忆，同时又可以使每个学生的实验操作能

力得到一个提升，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2． 强化基础实验知识

中学化学实验在进入高中时就以实验开篇，

突出了化学实验是学习化学的基础。在教材中突

出的化学实验基础知识有: ( 1 ) 基本仪器的使用

方法: 中学教材中的漏斗( 包含小漏斗、长颈漏斗

及分液漏斗等) 、烧瓶( 包含圆底烧瓶和蒸馏烧瓶

等) 、滴定管( 包含酸式、碱式滴定管) 、冷凝管、容
量瓶，另外还有初中就要求掌握的玻璃棒、试管、
烧杯、广口瓶、温度计、蒸发皿及坩埚等的使用方

法。( 2) 基本实验方法: 中学化学中的基本实验

方法包含了物质的鉴别与提纯 ( 包含蒸发结晶、
过滤、蒸馏、萃取分液等) 、常见粒子的检验( 包含

阳离子有 H +、NH +
4 、Na

+、K +、Fe2 +、Fe3 + 等; 阴离

子有 OH －、CO2 －
3 、SO

2 －
4 、Cl

－、I － 等) 、常见溶液的

配制( 如一定体积的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

制、一定质量分数溶液的配制等) 、滴定操作等。
( 3) 中学化学中的常物质的制备: 氯气、氨气、钠、
铝、乙烯、乙酸乙酯等物质的制备、提纯、收集及性

质的检验等。( 4) 中学化学教材中的常见物质工

业制备: 掌握教材中关于铝的制备、铁的冶炼、硫
酸及硝酸的工业制备等。在这些工业生产中，我

们要从工业流程、实验原理和反应、主要设备、尾
气处理等角度理解工业生产。

3． 强化训练，提高综合能力

我们对每种仪器的使用、每个实验方法的掌

握都最终要转化成一种问题解决的能力。让学生

掌握基本的实验知识的同时，还要通过一定的训

练，将知识转化成问题解决的能力，这样才能全面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例如通常在描述醋酸时，总是说他是一种易

挥发的液体，熔点低 ( 熔点约为16． 8℃ ) 。对于学

生来说如果仅是从知识的角度让他们牢牢记住，

可能很多学生都是从表面上记住了这些信息，但

实际上却并未真正的理解，更谈不上应用了。在

高考中曾经考过这样一 道 简 单 的 实 验 方 法 题:

“在寒冷的冬天，如何取用试剂瓶中的冰醋酸”。
就这样一道看似简单的实验题，当年的得分率却

很低。学生的答案主要有两点，一是用镊子取，在

实验室中保存醋酸都是用的细口瓶，用镊子取是

不可行的; 二是答加热，在实验室中加热一般都是

默认为用酒精灯加热，而试剂瓶是不能直接加热

的仪器，所以答加热也是不正确的。考虑了这两个

方面，我们就很快得到正确的答案是用水浴加热( 或

者用热毛巾捂也可以)。再如过滤操作，对每一个环

节都记忆深刻，可是当高考考了“请你描述如果洗涤

刚过滤得到的滤渣”时，有些学生显得茫然，不知如

何作答。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在高三化学实验的复习

过程中总是关注学生有没记住或是理解了基础知

识，而没有关注到学生如何把知识转化成为一种问

题解决的能力。
因此在复习时，要将知识问题化，这样不仅是

在应用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知识，更是将知识应

用到了问题解决中去，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如在实验基础知识中对气体的收集、气体的除杂、
气体的干燥都有了很好的掌握下。可以设计一个

问题，来检测或是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如

现有一个如图 1 装置所示，如果瓶中是空气，现在

要收集 NH3、CH4、H2 等气体，则应从 处通入

图 1

气体; 如果在瓶中盛满水，现要收

集气体，应从 通入气体，举

三种可用此法收集的气体 ，

如果是用来量气，则此时通入气

体应从 通入气体; 如果在瓶

中盛有浓硫酸，来用于干燥 CO、
HCl 等气体，则应从 通入气

体等等的问题。
通过这样的知识问题化的过程，可以进一步

夯实学生的基础实验知识，同时还提高了学生解

决问题能力。 ( 收稿日期: 2014 － 08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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