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高中化学解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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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江苏省高

考化学更倾向于对学生思维能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

的考察，考试内容丰富多样，考察方式灵活多变，无

形中提升了化学学习难度． 目前，许多高中生在学习

化学时存在这样的通病: 化学概念、化学方程式等都

背得滚瓜烂熟，一遇到化学习题就手足无措，尤其是

素材较为新颖的题型，学生更是无从下手． 究其原

因，是因为学生没有掌握高效的解题策略． 学生只有

在日常学习中对化学知识进行有条理的分析、归纳、
整理与总结，掌握高效的解题策略，形成系统的学习

网络，才能更好的融汇贯通所学知识，更快更好的解

题． 结合多年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掌

握解题策略．
一、细心审题

审题，是学生解答问题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开

始． 如果学生在审题过程中粗心遗漏题给信息甚至

错误理解信息，将会为答题带来很大困扰，让解题陷

入僵局或困境，最终费时费力却难以得出正解． 因

此，细心审题，全面把握并正确理解题给信息，充分

挖掘内在隐含信息，是学生正确解题的重要基础． 这

就要求学生在审题时要做好以下工作: ( 1 ) 审清题

型． 对于将要解答的题目，学生应正确辨析题目类型

( 概念辨析类、计算类、综合设计类等) ，掌握题目的

考察重点( 物质性质、实验操作等) ，对于不同的题

型选择适宜的解题思路与方法; ( 2) 把握关键字． 作

为解题的核心信息与切入口，关键字往往是学生快

速抓住题目本质的关键，学生必须注重对化学关键

字的把握． 在化学题中，常见的关键字有: 少量、过

量、恰好、无色、透明、酸性( 碱性) 、等体积、等质量、

同主族、同周期、由小到大排列、由大到小排列等等，

对于这些关键字，学生们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例如: ( 2011 江苏高考) 常温下，下列各组离子

在制定溶液中一定能大量共存的是( ) ．
A． 1． 0 mol·L －1 的 KNO3 溶液: H +、Fe2 +、Cl －、

SO2 －
4

B． 甲基橙呈红色的溶液: NH +
4 、Ba

2 +、AlO －
2 、Cl

－

C． pH = 12 的溶液: K +、Na +、CH3COO
－、Br －

D． 与铝反应产生大量氢气的溶液: Na +、K +、
CO2 －

3 、NO
－
3

很显然，本题考察重点为溶液中的离子共存方

式，其中“一定”“大量”是本题的关键字，一些学生

如果一味图快而忽略对关键词的细审，甚至无视关

键词，容易走弯路甚至错解． 在细心审题并准确把握

关键字后，学生很容易知道硝酸具有氧化性，具有还

原性的 Fe2 + 不能存在于 NO －
3 + H + 溶液中，排除选

项 A; 甲基橙呈红色的溶液呈酸性、AlO －
2 不能在其

中共存，排除选项 B; 与铝反应产生大量氢气有强酸

碱性两种可能，CO2 －
3 不能存在于酸性溶液中，排除

选项 D，因此，本题的正确选项为 C．
二、选择恰当的解题方法

在细心审题，准确掌握题目要求与考察要点后，

学生就要选择恰当的解题方法进行解题． 对于高中

化学，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快更好的得出正解，学

生应根据具体题目积极运用科学、合理的解题方法，

从而高效解题． 作为高中化学重要组成部分，化学计

算题不仅能够有效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能

综合检测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掌握牢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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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15 ( 2010 年四川理综卷) 有关: ①100 mL
0． 1 mol· L －1 NaHCO3、② 100 mL 0． 1mol· L －1

Na2CO3 两种溶液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 溶液中水电离出的 H + 个数:② ＞①
B． 溶液中阴离子的物质的量浓度之和:② ＞①
C．①溶液中: c( CO2 －

3 ) ＞ c( H2CO3 )

D．②溶液中: c( HCO －
3 ) ＞ c( H2CO3 )

解析 盐 类 的 水 解 能 够 促 进 水 的 电 离，且

Na2CO3 的水解程度比 NaHCO3 大，溶液中水电离出

的 H + 个数:② ＞①，则 A 正确; ②中 c( Na + ) = 0． 2

mol·L －1，而①中 c( Na + ) = 0． 1 mol·L －1，根据物

料守恒与电荷守恒原理可知溶液中阴离子的物质的

量浓度之和:② ＞①，则 B 正确; 因 HCO －
3 的水解程

度大于电离程度，使①中 c( H2CO3 ) ＞ c( CO2 －
3 ) ，则

C 不正确; 因 CO2 －
3 的水解是分步进行的，且以第一

步水解为主，同时 HCO －
3 的水解程度大于电离程

度，使②中 c( HCO －
3 ) ＞ c( H2CO3 ) ，则 D 正确． 故答

案为 C．
( 收稿日期: 2014 － 05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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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中必考题型． 对于化学计算题型，有许多种解题

方法，最为常见的有关系式法、守恒法、平均值法、十
字交叉法、极值法、差量法等等，面对这么多种解题

方法，学生们应能根据具体问题选择最为科学、合理

的解题方法，快速、准确地得出正解．
例如: ( 2012 江苏高考) 硫酸钠─过氧化氢加合

物( xNa2SO4·yH2O2·zH2O) 的组成可通过下列实

验测 定: ① 准 确 称 取 1． 7700 g 样 品，配 制 成

100． 00 mL溶液 A．②准确量取 25． 00 mL 溶液 A，加

入盐酸酸化的 BaCl2 溶液至沉淀完全，过滤、洗涤、干燥

至恒重，得到白色固体 0． 5825 g ．③准确量取25． 00 mL
溶液 A，加入适量稀硫酸酸化后，用0． 02000 mol·L －1

KMnO4 溶液滴定至终点，消耗 KMnO4 溶液 25． 00 mL．
H2O2 与 KMnO4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如下:

2MnO －
4 +5H2O2 +6H 

+ 2Mn2 + +8H2O +5O2↑
( 1) 已知室温下 BaSO4 的 Ksp = 1． 1 × 10 －10，欲

使溶液中 c( SO2 －
4 ) ≤1． 0 × 10 －6 mol·L －1，应保持溶

液中 c( Ba2 + ) ≥ mol·L －1 ．
( 2) 上述滴定不加稀硫酸酸化，MnO －

4 被还原成

MnO2，其离子方程式为: ．
( 3) 通过计算确定样品的组成( 写出计算过程) ．
本题属于物质组成分析与化学综合计算题，对于

这种类型的计算题，近几年来在江苏高考中出现的频

率较高． 学生在认真审题之后，应建立以守恒法为主的

解题思路． 本题中则主要涉及元素守恒、质量守恒、电
荷守恒等守恒思想，再辅以极值法就能迅速得出正解．
2013 年江苏高考化学关于银硫酸镍铵化学式的确定也

是一道物质组成分析与化学综合计算题，该题中主要

也是运用守恒法( 电荷守恒、质量守恒) 进行求解．
具体解题步骤如下:

( 1) 运 用 溶 度 积 常 数 公 式 以 及 极 值 法，可 知

c( Ba2 + ) = Ksp /c( SO
2 －
4 ) = 1． 1 × 10 －4 mol·L －1 ;

( 2) 根据条件可知，非酸性条件下，MnO －
4 被还

原为 MnO2，则 H2O2 被氧化，产物只能为 O2，根据得

失电子守恒，确定 MnO －
4 和 H2O2 前的系数，再根据

电荷 守 恒，确 定 产 物 中 含 有 OH― ，故 2MnO －
4 +

3H2O 2 2MnO2↓ + 3O2↑ + 2OH － + 2H2O;

( 3) 根据元素守恒知: n( Na2SO4 ) = n( BaSO4 )

= 0． 5825 g
233 g·mol －1

= 2． 50 × 10 －3 mol;

2MnO －
4 +5H2O2 +6H 

+ 2Mn2 + +8H2O +5O2↑

n( H2O2 ) = 5
2 ( 0． 02000mol· L －1 ×

25． 00 mL) /1000 mL· L －1 = 1． 25 × 10 －3 mol
m( Na2SO4 ) = 142 g·mol －1 × 2． 50 × 10 －3mol =

0． 355 g
m( H2O2 ) = 34 g·mol －1 × 1． 25 × 10 －3 mol =

0． 0425 g
根据质量守恒知:

n( H2O) = ［( 1． 7700 g × 25． 00 mL /100 mL) －
0． 355 g － 0． 0425 g］/18 g·mol －1 = 2． 5 × 10 －3 mol

因此 x∶ y∶ z = n( Na2SO4 ) ∶ n( H2O2 ) ∶ n( H2O) =
2∶ 1∶ 2，硫 酸 钠─过 氧 化 氢 加 合 物 的 化 学 式 为

2Na2SO4·H2O2·2H2O．
三、实现新旧知识的有效转化

分析近几年的江苏省高考化学试题，常常会出

现一些十分新颖、陌生的题材，许多同学咋一看到这

类自己没有见过的题目，首先打起了退堂鼓，心理上

就不战而退． 事实上，这类看似新颖、陌生的题材与

学生已学过的知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

学生们积极思考，将要求解的问题与已学知识进行

联系、对比，将新颖、陌生知识准确转化成熟悉、已学

知识，实现新旧知识的有效转化，并能充分利用旧有

知识准确分析、快速解决新问题．
例 如: ( 2013 江 苏 高

考) 一定温度下，三种碳酸

盐 MCO3 ( M: Mg2 +、Ca2 +、
Mn2 + ) 的沉淀溶解平衡曲

线如右图所示．
已知: pM = － lgc( M) ，

pc( CO2 －
3 ) = － lgc ( CO2 －

3 ) ． 下 列 说 法 正 确 的 是

( ) ．
A． MgCO3、CaCO3、MnCO3的 Ksp依次增大

B． a 点可表示 MnCO3 的饱和溶液，且 c( Mn2 + )

= c( CO2 －
3 )

C． b 点可表示 CaCO3 的饱和溶液，且 c ( Ca2 + )

＜ c( CO2 －
3 )

D． c 点 可 表 示 MgCO3 的 不 饱 和 溶 液，且

c( Mg2 + ) ＜ c( CO2 －
3 )

咋一看到右边这幅图，许多学生一下子就懵了，

感觉和以往所做的题目很不一样，不知从哪下手． 但

事实上，只要学生静下心来，根据题目中所给的“pM
= － lgc( M) ，pc( CO2 －

3 ) = － lgc( CO2 －
3 ) ”信息，与学

生熟悉的 pH 知识相联系，就能知道 pM、pc( CO2 －
3 )

与 pH 一样，图线中数值越大，实际浓度越小． 再结

合水解与电离平衡、物料守恒和电荷守恒等方面知

识，就能实现新旧知识之间的有效转换，进而快速、
准确解题． 根据 pM、pc( CO2 －

3 ) 与 pH 一样，图线中数值

越大，实际浓度越小，因此 MgCO3、CaCO3、MnCO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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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析高考化学试题中的情景设计特点
江苏省宿豫中学 ( 223800) 林红娟

一、以社会热点问题为背景，关注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热点是指那些对社会影响大，几乎人所共

知且易被学生接受的与化学知识有关的内容． 热点

问题在化学试题中的体现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能源以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

要的课题，在化学学科知识的考查中常可以涉及到

的知识: 绿色环保电池、燃料及燃料电池、海洋中的

能源及各种新能源等．
例 1 ( 2009 江苏) 以葡

萄糖为燃料的微生物燃料电

池结构示意图如图所 示． 关

于 该 电 池 的 叙 述 正 确 的 是

( ) ．
A． 该电池能够在高温下工作

B． 电池的负极反应为:

C6H12O6 + 6H2O － 24e － 6CO2 + 24H
+

C． 放电过程中，H + 从正极区向负极区迁移

D． 在电池反应中，每消耗 1 mol 氧气，理论上能

生成标准状况下 CO2 22． 4 /6 L
解析 本题以微生物燃料电池为背景考查原电

池的相关知识点． 由于是微生物燃料电池，则不可能

在高温下工作，所以 A 错误; 放电过程中，H + 从负极

区向正极区迁移，结合 O －
2 形成 H2O ，所以 C 错误;

消耗 1 mol 氧气则转移 4mol e － ，由 C6H12O6 + 6H2O
－ 24e － 6CO2 + 24H

+ 计算出: 转移 4 mol e － 则生

成 1 mol CO2，即 22． 4 L，所以 D 错误． 正确答案为 B．
2．环境污染及环境保护问题
环境保护涉及: 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光化

学烟雾、水体污染等一系列常见的环境问题，近年

来每年的高考中都会有所体现．

例 2 ( 2009 江苏) 废旧印刷电路板的回收利

用可实现资源再生，并减少污染． 废旧印刷电路板经

粉碎分离，能得到非金属粉末和金属粉末．
( 1) 下列处理印刷电路板非金属粉末的方法

中，不符合环境保护理念的是 ( 填字母)

A． 热裂解形成燃油 B． 露天焚烧

C． 作为有机复合建筑材料的原料

D． 直接填埋

( 2) 用 H2O2 和 H2SO4 的混合溶液可溶出印刷

电路板金属粉末中的铜． 已知:

Cu( s) + 2H + ( aq ) Cu2 + ( aq) + H2 ( g)

ΔH = 64． 39kJ·mol －1

2H2O2 ( l ) 2H2O( l) + O2 ( g)

ΔH = － 196． 46 kJ·mol －1

H2 ( g) + 1 /2O2 ( g ) H2O( l)
ΔH = － 285． 84 kJ·mol －1

在 H2SO4 溶液中 Cu 与 H2O2 反应生成 Cu2 + 和

H2O 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
( 3) 控制其它条件相同，印刷电路板的金属粉

末用 10% H2O2 和 3． 0 mol·L －1 H2SO4 溶液处理，

测得不同温度下铜的平均溶解速率( 见下表)

温度( ℃) 20 30 40 50 60 70 80

铜的平均溶解速率

( ×10－3mol·L －1·min －1)
7．34 8．01 9．25 7．98 7．24 6．73 5．76

当温度高于 40℃时，铜的平均溶解速率随着反

应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其主要原因是 ． ( 4 ) 在

提纯 后 的 CuSO4 溶 液 中 加 入 一 定 量 的 Na2SO3 和

NaCl 溶液，加热，生成 CuCl 的离子方程式是 ．
解析 本题以印刷电路板的回收利用减少污染实

现资源化再生为背景，向考生传递“绿色化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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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p依次减小，A 选项错误; 根据 a 点在曲线上，可表

示 MnCO3 的 饱 和 溶 液，又 在 中 点，故 c ( Mn2 + ) =
c( CO2 －

3 ) ，B 选项正确; 根据 b 点可表示 CaCO3 的饱和

溶液，图线中数值越大，实际浓度越小，故 c( Ca2 + ) ＞
c( CO2 －

3 ) ，C 选项错误; 而根据 c 点在曲线上方，可表示
MgCO3的不饱和溶液，且图线中数值越大，实际浓度越

小，故 c( Mg2 + ) ＜ c( CO2 －
3 ) ，D 选项正确，因此，本题的

正确答案为 B、D．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解题也同样如此，解题方

法的运用并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 面对千变万

化、数量庞大的高中化学习题，学生们应掌握高效的解

题策略，在仔细审题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解题方法，

实现新旧知识的有效转化，从而更快更好的获得正解，

在解题过程中逐渐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与实际应用能

力，实现快乐学习．
( 收稿日期:2014 －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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