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 ·作业研究·

(测量评价卜——————————————————————————————————————一

两例原创有机化学试题的命题思路

夏时君
(深圳市新安中学，广东深圳518101)

摘要：介绍了两例原创有机化学试题及其解析，阐释了对试题的命题思路、命题角度和考查意图的3点思考：渗透新课程

理念，力求命制形式的创新；考查核心知识，倡导关注多种信息的解读；问题设计的宗旨，兼顾引导性与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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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机高考试题除关注知识点的覆盖外，

更“强调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重能力和科

学素养的考查”、“注重考查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

题、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Ⅱ1。基于高考命题对知

识、能力、方法、探究与思维的追求，笔者以自己命

制的2道原创试题为例予以分析，希望起抛砖引

玉的作用。

1原创试题及分析

原创题1 Refo珊atsky反应是利用醛或酮与

卤代酸酯反应制备B一羟基酸酯的常用的简便方

法翻，反应①：

(y啪恤cH2C。。c：H，去马
e汽H2年HcH2cooc2H5

OH

T TT m

(1)化合物Ⅲ的分子式为 ，1mol该物质

完全燃烧最少需要消耗 mol O：；

(2)化合物Ⅱ所含官能团是 (名称)；

其在加热条件与NaOH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3)化合物Ⅲ在加热条件与NaOH溶液反

应，所得溶液加酸酸化生成化合物Ⅳ，试写出Ⅳ所

形成有机高分子的结构简式 ；

(4)化合物V是化合物Ⅱ的同分异构体，其满

足以下条件：①属于仪一溴代羧酸；②核磁共振氢

谱有4个峰，峰的面积之比为1：1：2：3，则V的结构

简式 ；

(5)已知卤代羧酸的pK。(pK。=一l班。)如下嘲：

卤代羧酸 CH3C00H ClCH2COOH C12CHC00H Cl，CC00H

酸性(pK。) 4．76 2．88 1．26 0．64

卤代羧酸 FCH2COOH ClCH：COOH BrCH2C00H ICH．COOH

酸性【p列 2．66 2．88 2．90 3．18

卤代羧酸 CH3CH2CH2C00H CH3CH2CHClC00H CH3CHClCH2COOH ClCH2CH2CH2COOH

酸性(p列 4．80 2．82 4．41 4．70

可见，影响卤代羧酸的规律有(写出2条即 生成物的结构简式 。

可)：

①

②

一定条件下'cH3cH(Br)cOOC2H5与过量的

叮cH。也可以发生类似反应①的反应，试写出该

解析：本有机基础题的素材源于刘在群编著

的《有机化学学习笔记》部分章节。笔者在命制过

程中有以下思考：一是强化有机基本要素的表达，

注重学生基本学力的提于卜。如结构简式、方程式、

反应类型的重点考查。二是关注典型考查方式，特

别强化信息解读，追求知识的情境性和应用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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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定条件同分异构体考查：强调性质信息、结构

信息、定量信息、种属信息的呈现、解读和评价；

②信息反应方程式书写：强化反应类型、官能团数

目、反应机理和反应连续性等视角变换，考查生

成物在结构单元、对称性、链状与成环等方面的特

征；③处理图表信息：强调控制变量思想在图表信

(1)有机物分子式计算常用直数法和不饱

和度法，可得有机物Ⅲ分子式为C。：H。。O，。利用燃

烧关系式：c，H，q～”鲁一寺)o：，可知1mol有机物

(3)有机物Ⅲ在碱性水解生成(>吼叫I删cH2000№，

∞匿H2∞t
O 。

为不饱和度)，Ⅳ(C)=4(Ⅳ为原子个数，下同)、

③应用拼接、插入方法，组装有机结构，答案为

酸酸性的影响。分析中要求控制无关因素，以研究

数目对卤代酸酸性的影响时，见表第1和第2横

(6)从信息原型来看：反应①是连续型反

工业废水

有机相

水相

基转变为羟基。分析信息原型和信息问题关系，可

迁移运用。具体反应如下：o—cHo+cH，cH(Br)cooc：H，+zn墼
GH3 GH3

o—fHbHcOOc：H，』j o—fH6Hcooc：H，
OZnBr OH 。

[参考答案】

(1)C12H1603；14．5；

(2)溴原子和酯基；

BrcH2cooc2H5+2NaoH』苌骘HocH2cooNa
+C2H50H+NaBr；

七o≮HcH2cot

CH2

(3)t] ；

(4)CH3CH2CHBrCOOH；

(5)①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卤原子个数越

多，卤代羧酸的酸性越强；②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

卤原子非金属性越强，对应卤代羧酸的酸性越强；

③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卤原子离羧基越远，卤代

羧酸的酸性越弱。

CH，

一 I。

(6)《广仁HcHcooc2H5。
OH

原创题2某化工厂排放的废水中含_定量的

苯酚、乙醛和乙酸，某化学兴趣小组对废水处理进

行如下探究。

实验I物质成分的探究

可选择试剂：①10％氢氧化钠溶液；②10％

H：SO。溶液；③Na：CO，溶液；④酸性KMnO。溶液；

⑤Fecl，溶液；⑥饱和溴水溶液；⑦新制cu(oH)2

悬浊液(其他杂质不参与反应)

分离流程如下：

有机相蠕。斗昌．．p苯酚黼黼雾锁柔雾
步骤 实验操作 现象与结论

步骤1 取少量废水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过量 溶液。 ，说明废水中含有乙酸。

步骤2 向步骤1所得溶液 。 ，说明废水中含有苯酚。

步骤3 另取少量废水于试管中， 。 ，说明废水中含有乙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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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Ⅱ物质的分离提纯

有关物质的性质如下表：

物质 沸点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以乳浊液形式存在；易溶于
苯酚 181．8℃

热水和酒精等有机溶剂。

相对密度小于1，可与水和乙醇等一些有
乙醛 20．8℃

机物质互溶。

乙酸 117．9℃ 易溶于水和乙醇，乙酸盐也易溶于水。

(1)上述流程中，操作A和操作B名称分别

是： ；

(2)加入试剂A是 (化学式)，发生反

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3)分析图1和图2嗍：萃取效果最好的是

，碱性条件的萃取效果不佳，其原因是：

有机物在

水层中浓

度／mg·L。

煤油

时间／min

图1不同萃取剂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有机物在
水层中浓

度／mg·L。1

8 9 10 1l pH

图2 pH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4)上图中，除CO：外，还能循环使用的物质

是： ；

(5)处理后废水中苯酚含量测定：取1L处理

后溶液，向其中加入足量饱和溴水(样品中除苯酚

外，不含其他与饱和溴水反应的物质)，经过滤、

洗涤、干燥后，称得沉淀质量为3．3lmg，则产品中

苯酚的浓度为 mg·L。1(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相对分子质量：三溴苯酚331、苯酚94)。

解析：本题以苏教版选修3《有机化学基础》

第75页拓展视野“含酚废水的处理”【51为原型，关

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考查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能力。笔者在试题

命制过程中有以下思考：(1)关注知识纵横联系，

强调核心能力考查。乙醇、乙醛和乙酸都是典型有

机物；其熔沸点、溶解性、酸碱性、氧化性和还原性

等都是有机物的重要性质；萃取、分液、蒸馏等都

是中学重要实验方法。(2)关注实验方案设让强
调实验的科学表达。方案设计采用半开放形式，关

键步骤让学生设计和表达，追求能力与思维考查。

(3)转变计算功能，关注量化思维的培养。

①步骤l，检验乙酸：加入过量Na：co，溶液

时，也改变了苯酚的存在形态，其转变为苯氧负

离子。②步骤2，检验苯酚，则需加入10％H2sO。

至溶液呈酸性，避免碱性对FeCl，溶液作用以干

扰苯酚的检验。③步骤3，检验乙醛：若选择酸性

KMnO。溶液却无法排除苯酚干扰；若直接加入新

制Cu(OH)：悬浊液又无法排除乙酸干扰。综合分

析，在少量样品中加入10％NaOH至溶液呈碱性，

再向其中加入新制的Cu(oH)：悬浊液，煮沸可达到

检验目的。

废水处理包括三个过程：①萃取废水后分液

得有机物混合物；②将混合物与NaoH反应后分

液得乙醛萃取液和苯酚钠与乙酸钠水溶液两部

分；③对水溶液两次酸化一蒸馏，达到分离苯酚

和乙酸目的。试题命制中关注流程的理解，如循

环物质、操作名称、试剂功能和原理分析等；特

别关注反应的多重性和竞争性等；关注物质用量

对后续反应的影响。如试剂A所参与的两个反

应：CH3COO一+H+一CH，COOH，HCO；+H+==H20+
cO，t，考查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和全面性。

[参考答案】

实验I

见下表。

实验Ⅱ

(1)分液、蒸馏；

(2)H2S04；CH3COO一十H+一CH3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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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实验操作 现象与结论

步骤l 取少量样品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过量Na：C0，溶液。 有无色气体产生，说明废水中含有乙酸。

向步骤1所得溶液中加入10％H：s0。使溶液呈酸性，再向其中滴加
步骤2 渣速呈堑鱼，说明废水中含有苯酚。

几滴FeCl，溶液，振荡。

另取少量样品于试管中，向其中加人10％氢氧化钠溶液使溶液呈碱 溶液有砖红色沉淀产生，说明废水中含有乙
步骤3

性，再向其中加入新制的cu(0H)：悬浊液，煮沸，观察现象。 醛。

HCO；+H+一H20+C02 T；

(3)M105；乙酸和苯酚与碱性物质反应转变

为盐溶于水，导致有机萃取效果减弱；

(4)萃取剂；

(5)0．94。

2命题思路

2．1渗透新课程理念，追求命制形式的创新

两道试题命制均以能力立意，对学科知识、方

法和素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查。

(1)有机基础试题采用物质中心或反应中心

的辐射命题模式，而有机实验探究试题采用以处

理工业废水的问题解决模式，追求化学源于生活，

服务于社会的理念。

(2)在命制形式上追求创新，如有机基础考

查中增加了知识的动态建构和科学方法的运用，

突破有机推断和合成的内部静态封闭考查。废水

处理的有机实验探究包括“成分探究、物质分离、

物质检测”等过程，突破考查角度单一、功能相对

集中的情况，挖掘和展示有机实验基本操作的方

法和应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2．2动态考查核心知识，关注多种信息的解读

结构简式、方程式、反应类型作为中学有机

化学基础知识与技能，具有基础性、建构性和生长

性。结构简式是有机化学的“词汇”，它表明了有

机物的结构方式，以价键为准则表示原子间的连

接顺序、数目配比、碳骨架和官能团，方程式是有

机化学的“语言”，主要是用结构式及反应条件来

表明有机物之间的转化；反应类型是有机化学的

“内涵”，是有机反应的微观表征，与反应机理密

切相关【6】。三者都是试题命制关注的重点。

试题融合高考四大题型中的文字信息、工艺

流程、图表信息，提示信息等形式，将综合素养考

核进行项目分解，达到能力与方法考查的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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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信息多样性主要基于能力选择和层次的要

求。在信息解读、迁移和运用过程中，追求思维的

深刻性和灵活性。

2．3问题针对性强，兼顾引导性与开放性

笔者在问题设计时，首先针对有机基础或实验

的重难点和核心步骤，反映主干知识、科学方法和

化学思维，关注知识点、线、面结合和重、难点的

突破。其次，注意兼顾答案的预设性和开放性，让

学生有思考的空间和创新的可能。其三，针对体现

能力追求的引导性和综合性，如通过原理分析、有

序实施、数据处理达到方案设计的不断深入，同

时在实验的“取样、操作、现象和结论”等的相关

性和匹配性中完成探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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