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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机推断在高考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学生有机推断失分严重。通过对一些典型有机推断题的解析，重在探讨学生

在有机推断中思维出现障碍的原因。总结一些解题技巧和方法，尝试如何突破思维障碍，提高学生的解题效率和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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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推断题是根据试题所给的信息(如性

质、数据、实验现象等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和推理，得出有机物的组成和结构的过程。有机推

断题是高考试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考察学生

的综合分析能力。许多考生在有机推断中思维常

常受到阻碍，以至思路不清、茫然作答、顾此失彼

导致有机推断题失分严重，直接影响了考生的情

绪和成绩。学生在有机推断中思维出现障碍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这与其心理素质的强弱、基础知识

的牢固与否、解题的熟练程度，思维的深刻性、灵

活性和变通性以及综合分析的能力等因素直接相

关n】。如何总结一些有机推断的解题技巧，找到一

些合理的方法，在高考中突破思维的障碍，顺利地

解答试题?

1挖掘隐含。充分利用题目信息

深入审题是解题的关键。要善于在通读题目

后仔细审题，迅速地找出关键词、已知条件和隐含

条件，熟练地判断题目的类型、所需要用到的化学

知识等，并能够联想和运用先前的解题经验或规

则确定明确的解题思路口】。

例l[2007年全国高考(天津卷)理综第27题】

奶油中有一种只含C、H、O的化合物A。A可用作

香料，其相对分子质量为88，分子中C、H、0原子

个数比为2：4：1。

(1)A的分子式为 。

(2)写出与A分子式相同的所有酯的结构简

式： 。

已知：①ROH+HBr(氢溴酸)』与RBr+H20

②R午肛CI HR’兰骘RCHO+RICHO
0H 0H

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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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含有碳氧双键，与A相关的反应如下：

(3)写出A_E、E_F的反应类型：A_E

——、E．+F 。

(4)写出A、C、F的结构简式：A 、

C 、F 。

(5)写出B—D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O

(6)在空气中长时间搅拌奶油，A可转化为

相对分子质量为86的化合物G，G的一氯代物只

有一种，写出G的结构简式： ，

A一÷G的反应类型为 。

本题是以奶油中的有机物香料作为知识背

景，从分子式的计算、结构简式和化学方程式的

书写、同分异构体的推断和反应类型的判断等方

面，考察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利用所

给的数据和新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的能

力。第(1)、(2)、(3)问较简单，由所给数据、信

息不难得到A的分子式为C。H。0：。在此后的第

(4)、(5)问中，学生推断陷入了困境。(4)、(5)

问是建立在对A的结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由A和E的相互转化的条件，可以推断A中应该

含有一OH，又A中含有碳氧双键且能与H，加成

生成B，故A中不含有一COOH和酯基，应该还含

有羰基或醛基，这样A可能的结构应该有下列六

种：CH20HCH2CH2CHO、CH3CHOHCH2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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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CH2CHOHCH0、CH3CH2COCH20H、

CH3CHOHCOCH3、CH20HCH2COCH3。A到底是什

么?很多学生眼花缭乱，陷入了困境。此时如果不

能深入审题，充分挖掘信息的内涵、信息的适用条

件和信息运用的结果，则难以推断下去。

教学时可设置下列问题串，加深信息理解，降

低难度，寻求突破。

①A—E_F的变化条件是什么?按照条件

会发生什么反应?怎样理解信息提示?能推断出

A、E、F的结构特点吗?怎样推断?

②A—B_c的变化条件是什么?按照条件

会发生什么反应?怎样理解信息提示?能推断出A、

B、C具有什么结构特点吗?怎样推断?

③由上两问能确定A的结构吗?为什么?怎样

去验证你的推断?

A与H，加成生成B，B能转化成D，B应该是

二元醇。由信息②可知只有二元醇中的两个一OH

连接在相邻的碳上，在HIO。作氧化剂和加热条件

下才可转化为两分子的醛。B在HIO。作氧化剂和

加热条件下只生成一种分子C，故B中两个一OH

分别连接在中间相邻的两个碳上，且B的结构具

有对称性，这样才能生成一种物质C(有两个分

子)，所以B的结构应该为CH，CHOHCHOHCH，，

生成的C应该为CH，CHO，由此推出A的结构应

该为CH。COCHOHCH，，其他各问答案可J顷利推断。

深入审题是解题的关键，深入审题需要深刻

性的思维品质，所谓思维的深刻性是指思维活动

的抽象程度和逻辑水平，涉及思维活动的广度、深

度和难度。其集中表现为在智力活动中深入思考

问题，逻辑抽象性强，善于概括归类，善于抓住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开展系统的理解活动[31。

审题可以培养学生的深刻性的思维品质，反

过来深刻性的思维品质有利于学生深入审题。深

入审题可以参考以下具体做法：试题的要求是什

么?试题的条件是什么?关键词有哪些?关键词的

内涵和外延是什么?隐含的信息是什么?是否有干

扰信息?试题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有何联系?怎样
把信息进行正向迁移?怎样利用信息结合原有知

识进行推论、预测和假设?审题时当然不—定面面

俱到，但只要有这种思想，就会养成良好的审题习

惯和思维品质，在进行有机推断时也就会避免审

题不细、思考不周、挖掘不深、信息把握不全而产

生的思维障碍，从而得心应手，从容解答。

本题答案：(1)C4H。02

(2)CH3CH2COOCH3，CH3COOCH2CH3，

HCOOCH(CH3)2，HCOOCH2CH2CH3

(3)取代反应，消去反应

(4)CH3CHOHCOCHl，CH3CHO，

CH3COCH=CH2

O．H O．H

(5)2 o-C00H+cH，占H一占HcH，旱
CH，

，==、 l，==＼

L广COO午H(]HOOC飞乡+2H20
CH3

(6)CH，COCOCH，，氧化反应

2善作比较。及时调整审题方向

有机工业合成路线较长，中间设置不明确信

息或不熟悉的信息，再加上有机物结构复杂，要想

准确判断有机物的结构常常有较大的思维跨度，

往往难以展开，成为阻碍学生进行判断和推理的

障碍。

例2[2008年全国高考(江苏卷)第19题]

布嘿布洛芬是一种消炎镇痛的药物。它的工业合成

路线如下：

H。ofH：=N面HN菥03 H≯C-HC，N丽H2丽)CH 0 CH1 ，N 1
’。一’

C D

H≯CH，COOC2H5—CIo丽-CO—C1H CH匝圃，N ， Ⅱ业咛 ’I∑!坠：!壁!∑!∑：l

E F

CH3

o渺眦00H
G布嗯布洛芬

请回答下列问题：

(1)A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变质，其原因是

(2)由A到B的反应通常在低温时进行。温

度升高时，多硝基取代副产物会增多。下列二硝基

取代物中，最可能生成的是 。(填字母)

化学教学 2015年第4期
万方数据



02NoN02
U
CH—CN

a． CH3

。，N

H

N。2

‘ ⋯CN

c． CH3

02N翼
o，N～‘

CH—CN

b． CH3

OH

h
02N≯丫kN02

CH—CN

d． CH3

(3)在E的下列同分异构体中，含有手性碳

原子的分子是 。(填字母)

a．H∞b托H2午HCOOCH3 b．HO-／9CH2COOCH(CH 3)2

H2N CH3 H2N

c．HH鼎：N尸FHCT c00H

rH3

(4)F的结构简式 。

(5)D的同分异构体H是一种d一氨基酸，H

可被酸性KMnO。溶液氧化生成对苯二甲酸，则H

的结构简式是 。高聚物L由H通过肽

键连接而成，L的结构简式是 。

本题以消炎镇痛药物布嗯布洛芬的工业合成

为知识背景，综合考察有机物结构与性质的关

系、有机化合物结构的分析推断、同分异构体结构

的推断、高聚物的聚合反应等知识和能力。试题第

(1)、(3)问较为简单，第(2)、(4)、(5)问较难。

苯环发生取代反应时羟基的定位效应、一NO，的还

原：一CN的水解、酰氯与氨基的反应等知。"矿E、l学生并

不具备，B_C、C_D、E_F的反应条件学生

并不熟悉，有机物C的结构没有明确告知，有机

产物结构复杂、工业流程太长，使许多学生为判断

A的二硝基取代物和推断D和F的结构产生了_一

定的思维障碍，甚至难以逾越，不知调整方向，推

断起来非常困难，这也说明有些学生思维的灵活

性不够。此时若运用正向思维、逆向思维和整体思

维，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及时调整审题方向，

有利于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本题寻求突破的方法就是将所给的信息和所

学过的知识进行联系类比，将信息中有机物结构

和形成条件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比较找出异同，再

综合判断，进行突破。第(2)问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求解，一是由A—B反应时，一NO，取代的是酚羟

基所连苯环上的邻位氢，由此类比推理在A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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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取代物中，两个一NO：均应取代酚羟基所连

苯环上的两个邻位氢，故答案a正确；另—方法是

类比苯酚与浓溴水发生取代反应时在酚羟基所连

苯环上的邻位和对位氢被取代，也可推出结论。D

的结构如果正向推导，即由B_C、C—D去推

断很难，这时可逆向分析E的结构和由D—E的

反应条件，D—E是酯化反应，对比E的结构中

一C,HCOOC2H，，反向推导则不难得出D的结构应
I

CH3

含有一C．HCOOH，其他部分的结构则与E相同，进

CH3

而可推出D的结构。F的结构也可以对比E、G的

结构特点分析得出，F_G的反应实际上是酯的

水解反应，所以E_F的反应酯基并没有变化，F

的结构中应该含有一CHCOOC：H；，其他部分的结

CH3

构则与G一致，这样可得出F的结构。

在上述分析推理过程中运用到了类比和比较

的思维方式，类比是将一种特殊对象的知识推移

到另一特殊对象，比较是确定事物之间差异点和

共同点【4】。通过类似比较、差异比较和系统比较可

以区分事物特征，鉴别事物异同【5】。化学知识点之

间存在着许多异同，通过比较，进行对比分析，有

利于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有利于深入理

解知识，有利于突破思维困境，更有利于培养学生

分析、综合和概括能力【6】。

本题答案：(1)酚类化合物易被空气中的O：

氧化(2)a(3)a、c

(4)cl屯噤∥眦00Q比
(5)HOCHzo年HcooH

NH2

．[NH一年H—E- H—NH一严8一oH
◇ 或 ◇

3巧标结构，善用信息数据分析

化学符号表征是化学知识表征的基本形式

之·，化学符号表征具有简约型、直观性、综合性

等性质，准确的化学符号表征有利于节约存储空

间，有利于知识的提取【．71。

有机物的官能团决定有机物的性质，有机物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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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也体现并反映出有机物的结构特点。有机

推断时要准确地把握这一特点，适时地进行转

化，把有机物的结构特点用官能团的化学符号准

确地表征出来，能够起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效

果，为推断准确地提取和运用信息创造条件。

例3 (1996年全国高考卷第34题)已知：

。群銎焉靠c荡籍紫3’
O．H

RcI HoH旦毯RCH=0+H，0
现有只含C、H、0的化合物A～F，有关它们的

某些信息已注明在下面的方框内：

可发生铡一反应，劂乙酸、嶂．可发生
反应放出I乙酸酐。睫反应 瓣燃
鼻辫10鬣6雠秽相对分子质量 ，E兰纠镜反应，
可被碱中和 r。一酸性

(1)在化合物A～F中有酯的结构的化合物是

(填字母代号) 。

(2)化合物A和F的结构简式分别为

、 O

本题是利用数据、信息、有机物性质推断有机

物结构的经典试题，难度较大。学生可根据信息定

性分析很容易得出A～F等物质中所含的官能团，

但进一步定量分析推断有机物的结构时遇到了困

难。主要原因是有机物转换关系迂回曲折，对所给

数据定量分析思考不深，有机物结构中官能团的

数目分析不清，思路混乱，导致思维受阻。

突破的方法就是根据提示信息和方框内信息

得出A～F等物质中所含的官能团，及时准确地在

转化关系A—F等物质的周围标出官能团，帮助理

清思路、提取信息和分析判断。标注如下：巨丽圊巨蔽圃匦而j瓦国
可发生铡一反应，劂乙酸、略．可发生
反应放出I乙酸酐’院反应

}。___________。{H 麟燃

巨圃叵匝固叵匠五珂

在明确A～F等物质中所含的官能团之后，下

一个问题就是官能团的数量是多少呢?只有明确

官能团数量，才能进一步确定有机物的结构。而

要明确官能团的数量，就要对题中数据信息进行

对比分析。突破点就在对C和D的结构分析上，C

和D都具有羧基，差异是一个有羟基一个有酯基，

也可以说D中的羟基变成了C中的酯基，C和D

相对分子质量相差84，乙醇生成乙酸乙酯相对分

子质量由46变成88增加了42，这说明D中有两

个羟基变成了C中的两个酯基。D的相对分子量

为106，去掉一个羧基的式量(45)和两个羟基的

式量(34)，所剩残基的式量为27，相当于2个C

原子和3个H原子的式量，所以D的结构简式为

CH，OHCHOHC00H，其他物质的结构就会非常容

易地推导出来。

本题有机物结构的推断运用到了_一定量的数

据分析，具有较强的抽象陛。运用数据进行计算、

分析和推导，可以求出有机物的分子式和官能团

的数目，进而推断有机物的结构。这要求学生具有

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还要有敏捷性的思维

品质。

本题答案：(1)B、C、E、F

(2)(A)CH20HCHOHCHO

(F)CH2(OOCCH3)CH(OOCCH3)cooc2H5

4借用流程。储存提取有用信息

知识图式表征是化学知识表征的综合表征

形式之·。在化学知识中，整块的知识是以图式的

形式表征的，它反映了知识间的逻辑关系。在组织

图式时将这些知识相互联系，能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更有利于知识的提取【8】。我们常说的流程图就

是知识图式表征的一种表现形式。

有的有机推断试题仅有文字表述，缺乏流

程，信息较多。很多学生抓不住主次，顾此失彼，

丢三落四，思路混乱，这也常常成为学生推断的思

维障碍。

例4[2005年全国高考(江苏卷)第23题]

在_定条件下’烯烃可发生臭氧化还原水解反应，

生成羰基化合物，该反应可表示为：

Rl H Hi H>c—c<器>c—o+／NC一0
R2 R3 R2 R3

化学教学 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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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化合物A，其分子式为c。H。。0，它既能

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褪色，又能与FeCl，溶液发生

显色反应，且与NaOH溶液反应生成B；

②B发生臭氧化还原水解反应生成C，C能

发生银镜反应；

③C催化加氢生成D，D在浓硫酸存在下加

热生成E；

④E既能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褪色，又能与

FeCl，溶液发生显色反应，且能与NaOH溶液反应

生成F；

⑤F发生臭氧化还原水解反应生成G，G能

发生银镜反应，遇酸转化为H(C，H。0：)。

请根据上述信息，完成下列填空：

(1)写出下列化合物的结构简式(如有多组化

合物符合题意，只要写出其中的一组)

A ，C 。E 。

(2)写出分子式为c，H。0：的含有苯环的所

有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

本题是一道综合性推断试题，有较大的难

度。首先是试题文字叙述过多，题目太长，学生审

题时易造成信息疲劳。其次，根据信息推断A的

结构可能为两种，分别为HO弋户cH：CH=CH：或

Ho-C卜CH=CHCH，(官能团在苯环的位置异构
不考虑)，A的不确定性为后续的推断带来了不便；

另外，题中每种物质均有许多信息，虽然每种信息

都有用，但也为抓住主要问题，理清思路带来了干

扰。如何抓住重要信息，理清思路，进行突破呢?

可以借用流程图，理清思路，化繁为简。同时在流

程图上标示出A～H几种物质的重要官能团帮助思

考，利于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区囹叵习匝正因匝囵
A堂I B高谚c避D．
H—L G盅F旦主浓硫酸I△

匦圃匝亟困叵圈叵圈
A中的一C3H，中的碳碳双键位置在何处呢?由

A到H的流程不难看出，A、B中均有C=C双键，

C、D中均无C=C双键，这说明B发生臭氧化还原

水解反应后C=C双键发生了断裂，生成了醛基；

在E、F中又出现了碳碳双键，说明由D到E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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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醇的消去反应，由此突破，推断D中侧链肯定

存在一CH：CH：OH，进而推断出A中的一C，H，应该

为一CH：CH=CH：，其他各种物质的结构可简单推

出。

知识图式表征具有知识网络化和知识层次化

的特征，—方面使知识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另—方

面不同的知识储存在不同的知识层级中，可以节约

储存空间，促进推论，由已知的知识推测未知的知

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知识间的联系，努力

将知识结构化、网络化，有利于知识的储存和提

取【9】，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有序性思维品质。

本题答案：(1)A：Ho<卜cH2CH=CH2

C：NaO<>cH：CHO

E：Ho<yCH=CH2(或相应的间位、邻位)
CHO CHO

—

(2)HoE yCHO，HO<> ，Ho<>，

HC00℃，9COOH
总之，不同的有机推断试题有不同的情景，学

生在推断时思维的障碍也可能不同，但只要基础

扎实，并掌握一些基本的有机推断技巧，在解题时

能深人审题，善于类比和比较，合理规范地进行表

征，及时准确地提取有用的信息，大胆地进行推论、

预测和假设，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就会克服思维

的障碍。有时看似山重水复，却往往又柳暗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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