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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数 式 复 幻
”

下 惠 玉 镙 堂 范例 鲶 编剩 与 剩 用

—

以
“

草 酸
”

复 习 为例

浙江省德清县第三中学３ １ ３２００俞真蓉

一

、问题的提出

浙江省新高考改革下的化学选考复习面临更

多更新的挑战 ，
选考的考试时间让以往的高中化

学复习迎考的教学安排和复习策略都需要不断去

探索和调整 。 如何在更加有限的复习时间里让学

生获得更高效的学习成果 ，成了每一位高三化学

教师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教学实践表明
，
当前新高考选考制度下 ，

迫于

有限的复习时间 ，
繁重的升学压力

，

一轮复习课堂

？元素 ；

Ｎｓ ＣＣ＾ ＋ ＣａＣ ｌ
２

＾＝ＣａＣ０
３ｊ

＋ ２ＮａＣｌ
；
白

色沉淀 ；碳酸钠溶液也能使酚酞溶液变红 ；
除去碳

酸钠 ，
以免对氢氧化钠的检验造成干扰 。

例 ３ 端午节后 ，
小丽带着快乐 的心情返校

来到实验室时 ，意外地发现实验桌上有瓶敞口放置

已久的 ＮａＯＨ溶液 ，由此 ，激发了她的探究欲望。

【
提出问题 】这瓶 ＮａＯＨ 溶液一定变质了 ，其

变质程度如何呢 ？

【提出猜想 】小丽猜想 ：

ＮａＯＨ溶液部分变质 。

你的猜想 ：＿
。

【实验探究 】小丽设计表 ４ 中的实验 ，请根据

表 ４ 中 内容填写小丽实验时的现象 。

表 ４

实验步骤 现象 结论

取少量 ＮａＯＨ溶液样品于试管

中 ，先滴加 足量的 ＣａＣｌ

２溶液 ，

然后再滴加酚酞试液 。

ＮａＯＨ 溶液

部分变质

假设你的猜想正确 ，并按小丽的实验方案进

行实验 ，则你观察到 的实验现象＿。

【 实验 反思 】 （
１ ） 下列 物质 ① ＢａＣ ｌ

２溶 液 、

②Ｃａ （
Ｎ０

３ ） ２ 溶液 、③Ｃａ （
ＯＨ

） ２
溶液 、④ 

Ｂａ （
ＯＨ

） ２

溶液 ， 不能替代小丽实验 中 ＆（： １
２溶液的是＿

（填序号 ） 。

（２ ）小丽第二次滴加 的试剂除 了用指示剂

结构多以
“

真题回眸—知识整理—题型归纳—迁

移运用
”

常见 ，条理清晰 ，
环节紧凑 。 而高三二轮

复习 的 目 的是
“

巩固基础 、完善体系 、综合应用 、

提高能力
”

，
对各重点 、难点进行提炼和把握 ，完

善学科知识体系 ，建立问题解决的模型 ，达成学生

能力 和素养的提升 。 若二轮复习仍然采用
一轮复

习模式 ，局限于对已学知识的简单重复和再现 ，仍

用碎片化知识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 就忽略了知识

体系和问题解决之间的联系 ，难免导致立意不深 、

【
拓展应用 】 保存 ＮａＯＨ 溶液的方法是

＿

。

在分析化学反应后的物质成分时 ，
除了考虑生成

物外
，
还需考虑的是

＿

。

解析 实验考查氢氧化钠变质程度 ，结合氢

氧化钠变质实验探究思维导图 ，在加人足量氯化

钙溶液后加入酚酞 ，若氢氧化钠部分变质 （ 部分

生成碳酸钠 ） ，氯化钙和碳酸钠反应有白 色沉淀

生成 ， 氢氧化钠溶液使酚酞变为红色 ；
若氢氧化钠

全部变质 （ 只有碳酸钠 ） ，
则氯化钙和碳酸钠反应

有 白色沉淀生成 ，溶液不变红色 。 不能用氢氧化

钙 、氢氧化钡溶液代替氯化钙 ， 因为它们均能与碳

酸钠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干扰实验 。 判断碱性除 了

酚酞
，
还可用有色溶液硫酸铜溶液 ，生成蓝色沉

淀 。 在分析化学反应后的物质成分时 ， 除 了考虑

生成物外 ，还需考虑的是反应物是否有剩余。

答案 ：

ＮａＯＨ 溶液全部变质 ；
有 白 色沉淀生

成 ，溶液变为红色 ；有 白色沉淀生成 ，
溶液不变红 ；

③④
；

ＣｕＳ０
４溶液 ；

密封保存 ；反应物是否有剩余。

总之 思维导图 ＋微专题
”

以新的 复习模式

引 领 中考备考
，
将重点落在 知识的 整合 、应用

与提升方面 。 通过绘制 实验探究专题 思维导

图
，实验探究微专题精准复 习 ， 促进学生对知

识本质的理解 ，
培养学生化学思维能力 ，

提升

学科核心素养 。

外 ，还可以用
＿替代 。 （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１９

－

１ 丨

－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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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够 。 如何在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指导下使高

三二轮复习 课堂绽放精彩 ，通过情境设计和 问题

引导 ，促使学生 自 主分析 、 主动参与 、合理解决问

题 ，是非常值得每位高三教师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

二 、问题的解决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
学习是学生 自 己建构知

识的过程 。 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 ，而是

主动地建构知识的意义 。 学习是学习者根据 自 己

的经验背景 ，
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 、加工和

处理。 对所接受到的信息进行解释 ，
生成了个人

的意义或者说是 自 己的理解。

主题式复习正是建立在此理论基础上 ， 围绕
一个复 习主题

，
通过精选素材 ，创设真实 的情境 ，

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开展相关的活动 ，在活动 中重

构知识 ，
转变行为 ，

提升学生的能力和素养 。 主题

式复习 的主题可以是
一种物质 、

一个化学反应 、

一

张工业流程图或者是一道习题 ，该主题可 以 串联

起多个知识点 ，整合高考中的多个高频考点 ，
并通

过创设情境背景 ，设计层次分明 、视角多维的作业

群或问题链 ， 引导学生用 已学知识去解决问题 ，逐

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掌握方法 ，
主动建构知识体

系
，
有利于提高高三复习课的有效性 。

下面 以
“

草酸
”

复习 为 例 ， 围绕 主题
一

“

草

酸
”

，引导学生复习化学反应知识 、化学原理知识和

化学实验知识等 ，
本节课的设计思路如图 １ 所示 。

三 、高三课堂范例分析——以
“

草酸
＂

复 习 为

例

１  ？ 侧重氧化还原反应 、 离子反应

例 １明 兰做 实 验时 不 小 心 沾 了
一 些

ＫＭｎ０
４ ，皮肤上的黑斑很久才能消除 ，

如果用草酸

的稀溶液洗涤马上可以复原 ，其离子方程式为 ：

ＭｎＯ；＋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Ｈ 

＋
－？Ｃ０

２Ｔ
＋ Ｍｎ

２ ＋

＋


（ 未配平 ）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〇

Ａ ． 该反应的氧化产物是 Ｍ ｎ
２ ＋

Ｂ ．１ｍｏ ｌＭｎＯ
＾

ｊ

＂

在反应中失去 ５ｍｏ ｌ 电子

Ｃ ． 该反应右横线上的产物是 ＯＨ
＿

Ｄ ． 配平该反应后 ，
Ｈ

＋

的计量数是 ６

Ｅ ？ 若该反雜移 ５ｍｏｌ 电子 ，产生 ２２
．
４ＬＣ０

２

Ｆ
．
ＮａＨＣ

２

０
４与 ＮａＣ ＩＯ 溶液混合 ，反应 的离子

方程式为 ：

ＨＣ
２

０；＋Ｃ ＩＯ

＇

＝ＨＣ１０＋Ｃ
２
〇

４

＿

点评 例 １ 以草酸为主题
，
是一组改编组合

题
，侧重复习氧化还原反应和离子反应 ，

学生通过

这一组习题的练习 ，
对氧化还原反应和离子反应

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 。 例 １ 考査的知识点

覆盖面广 ，涉及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基本规

律 、 电子转移的数目 、氧化型离子方程式的书写与

配平 。 信息呈现的形式多样化 ，有文字信息 、数据

信息等 。

２ ． 侧 重化学反应原理

例 ２ 已知草酸为二元弱酸 ：常温下 ，向某浓

度的草酸溶液中逐滴加人一定量浓度的 ＫＯＨ 溶

液
，
所得溶液中 ｈ

２

ｃ
２
ｏ

４ 、
ｈ ｃ

２
ｏ

４

—

、
Ｃ

２
０

〗

＿

三种微粒

的物质的量分数 （ Ｓ ） 与溶液 Ｐ
Ｈ 的关系如图 ２ 所

示 ，则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ｐＨ

１

－

＾〇２〇．２
－

Ｈ＆０；３
－

Ｃ２？
－

图 ２

Ａ ．
Ｈ

２
／ｌ 为二元弱酸 ，其电离方程式为

Ｈ
２
＾ ＾＝＾Ｈ

＋

＋ Ｈ４

＇

＋ Ａ
２ ＇

Ｂ ． 在 ０
．
１ｍｏ ｌ

．Ｌ
＿

ｌ

ＮａＨＡ 溶液中 ，各离子浓

度大小关系为 ：

ｃ （
Ｎａ

＋

）＞ ｃ （
ＨＡ

－

）＞ ｃ （
Ｈ

＋

）＞ ｃ （ Ａ
２ －

）＞

ｃ （
ＯＨ

－

）

Ｂ ．

Ｐ
Ｈ＝１

．
２ 溶液中 ：

ｃ （ Ｋ
＋

）＋ ｃ （ Ｈ
＋

）
＝
ｃ （ ０『 ）

＋ ｃ （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Ｃ ． 在 ｐＨ
＝

３
．
０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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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Ａ
２ －

）
＋ ｃ （

ＨＡ
－

）＜０ ．
１ｍｏ ｌ

？
Ｌ

＇

１

Ｄ ． Ｈ
２
Ｃ

２

０
４的第

一步电离 ，
平衡常数为 ｌ 〇

＿

１ ２

Ｅ ． 将相 同物质的量 ＫＨＣ
２
０４和 Ｋ

２
Ｃ

２
０

４ 固体完

全溶于水所得混合液的 ｐ
Ｈ 为 ４

．
２

Ｆ ． 向 ｐＨ
＝

１ ．
２ 的溶液中加 ＫＯＨ 溶液将 ｐＨ

增大至 ４． ２ 的过程中水的 电离程度增大

Ｇ ． 在 ｐＨ＝１ ． ２ 时 ， 向 Ｈ
２４ 溶液中加人

一定体

积的 ０ ． １ｍｏｌ．
Ｌ

— １

的 ＮａＯＨ 溶液使 ｐＨ＝４ ．２
， 则

） 、 Ｃ （
ｔｔ４

＿

） 、 ｃ （
Ｈ

２
／〇
之和不变

例 ３ 草酸 （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是一种二元弱酸 ，

在菠

菜 、苋菜 、 甜菜等植物 中 含量较高 。 时
，
向

Ｈ
２
Ｃ

２
０

４溶液中滴加 ＮａＯＨ 溶液 ，
混合溶液中 Ｉ

ｇ
Ｊ

［
Ｘ 表示＜； （ １？：

２
０

４

－

）々 （
１１

２
（：

２
０

４ ） 或 〇 （
（：

２
０

：

－

）
／

ｃ （ ＨＣ ２
ＣＶ ） ］随 ｐ

Ｈ 的变化关系如 图 ３ 所示 。 下列

说法不正确 的是＿＿。

Ａ ？ 直线 Ｉ 中 Ｉ表７Ｋ的是
ｃ （
Ｈ

２

Ｃ
２
〇ｊ

Ｂ
． 直线 ｎ 的斜率均为 １

Ｃ ． ｃ （
ＨＣ

２
０

４

＿

）＞ ｃ （
Ｃ

２

〇ｒ ）＞ ｃ （
ｈ

２

ｃ
２
ｏ

４ ） 对应

１ ． ２２＜ ｐＨ＜ ４ ． １ ９

Ｄ ． ｃ （
Ｎａ

＋

）
＝ ｃ

（
ＨＣ

２
０

４

－

）＋ ２ｃ （ Ｃ ２
Ｃ＾ ） 对应

ｐ
Ｈ＝ ７

Ｅ ． ０ ． １ｍｏｌ
？

Ｌ
＿

１

ＮａＨＣ
２
０

４溶液中 ：

ｃ
（Ｎａ

＋

）＞ｃ （
ＨＣ

２
０； ）＞ｃ（Ｈ ２

Ｃ
２
０

４）＞

ｃ （ ｃ ２
〇ｒ ）

Ｆ ？ 已知 ：碳酸的心 ＝ ４
．
３ｘ ｌ（Ｔ

７

，心 ＝ ５ ． ６ ｘ

ＵＴ
１ １

，则 向 液中加入等物质的量的草酸

溶液的离子方程式为

Ｃ〇
５

＇

＋ ｈ
２
ｃ

２
ｏ

４

＾＝ｃ
２
ｏ

＊ ＇

＋ ｈ
２

ｏ＋ｃｏ
２ｔ

例 
４ｐＨ

＝ －

ｌ
ｇ
ｃ （
Ｈ

＋

） ，若定义ｐＺ ＝ －

ｌ
ｇ
ｃ （Ｚ） ，

Ｘ 为溶液 中 的 粒子 。 则 常温下 ，
某浓度的 草酸

（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溶液 中 ，

Ｚ
为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ＨＣ

２
０

４

＿

、 Ｃ ２
０

】

＿

时 ， ｐ
Ｘ 随溶液 ｐ

Ｈ 的变化曲线如图 ４ 所示 。

下列说法不正确 的是＿ 。

图 ４

Ａ ． 曲线 Ｉ 代表 ＨＣ
２
ＣＶ 的浓度随着 ｐ

Ｈ 增大

先变小后变大

Ｃ ．

ｐＨ 
＝４时 ，

ｃ （ ＨＣ ２
０； ）＞ ｃ （

Ｃ
２
〇

Ｊ

－

）＞ ｃ （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Ｂ
． 草酸的电离常数 ＆

＝ ｌ ． 〇 ｘ ｌ
（Ｔ

１ ３

Ｃ ．ａ 点和 ｃ 点对 应溶液 中 ｃ（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ｃ （
ＨＣ

２

０
４

＿

）
＋ｃ （

Ｃ
２

０
４

２ 
—

）

—定相等

ｃ
（
Ｃ

２
０

＾）
？

ｃ （
Ｈ

２
＿

Ｃ
２
〇

４ ）

＾ １〇 ｘ ｌ 〇

＇

３

ｃ

２

（ ＨＣ ２
０； ）

Ｅ ． ｃ
（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ｃ （
ＨＣ

２
０

４

－

）＋ ｃ （
Ｃ

２
〇ｌ ） 在ａ

点和 ６ 点一定相等

Ｆ ？ 常温ｃ （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

 ｃ
（
Ｃ

２

〇ｌ ） ／Ｃ
２

（
ＨＣ

２
０

４

－

）

下 ，随 ｐ
Ｈ 的升高先增大后减小

点评 例 ２
、例 ３ 和例 ４ 是三组改编题 ，

期望

学生通过这三组 习题的练习 ，
对弱 电解质的 电离

平衡 、溶液的酸碱性和盐类的水解等方面进行有

效复习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运用化学原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 例 ２
、
例 ３ 和例 ４ 考査的知识点覆

盖面广 ，涉及强弱电解质 、
弱 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

酸碱中和滴定 、
盐类的水解 、离子浓度大小判断 、

电解质溶液中的三大守恒等方面 ；
信息呈现的形

式多样化 ，
有文字信息 、 图表数据信息 、 图像信息

等 ；
考査的方式多样化 ，有电离方程式的书写 、 图

像分析 、化学定量计算等方面 。

３ ． 侧 重化学 实验

例 ５ 已 知草酸 （ Ｈ２
Ｃ

２
０

４ ）是一种弱酸 ，

１ ５ＴＣ

升华 ，

１ ７０＾ 以上分解可放出 （：０
２
和 〇）

；
可与酸性

ＫＭｎ０
４溶液反应 ；

其钠盐 易溶于水 ， 钙盐难溶于

水 。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 草酸受热产生的气体 ， 用足量的 Ｎ ａＯＨ 溶

液充分吸收后 ，可收集得到纯净的 Ｃ０

Ｂ ． 草酸受热产生的气体通过灼热的氧化铜 ，

若出现黑色变红色现象 ，则说明产生的气体中
一

定有 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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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与 酸性 ＫＭｎ０
４
溶液反应的离子方

程式为 ：

５ Ｈ
，
Ｃ

２

０
４
＋ ２ＭｎＯ；＋ ６Ｈ

＊
＝

２Ｍｎ

２ ＋

＋ １ ０ＣＯ
，ｔ＋ ８ Ｈ

２
０

例 ６已 知草 酸是一种二元酸
，

１ ０ １ ． ５
＝

１： 熔

化
，

１５７弋升华 ，草酸晶体 （ Ｈ２
Ｃ

２
０

４
？
２Ｈ

２
０

） 加热到

１ ７０丈 以上分解 ，草酸 的钠盐 和钾盐易溶于水 ，
而

其钙盐难溶于水 。 根据题给信息回 答下列 问题 ：

（
１ ） 用草酸晶体配制 ２５〇ｍＬ〇 ？１ｍｏ ｌ．Ｌ

—

１

草

酸溶液需要的仪器有 ： 电子天平 、钥匙 、烧杯 、玻璃

棒 、胶头滴管 、图 ６ 中 的
＿＿

。

（
２ ）若使草酸 晶体受热分解应选择的装置 为

图 ６ 中 的


。

甲乙

图 ６

（
３

）将分解后的 气体直接通人到 足量的澄清

石灰水 中
，
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请设计实验验证浑

浊物质的成分


。

（
４ ） 已知 ： 酸性 ：

Ｈ
：
Ｃ

２
０

４
＞ Ｈ

２

Ｃ０
３ ，请设计实验

方案验证 ＣａＣ
２
０

４ 固体 中是否 含有 ＣａＣ０
３ 。

（ ５ ）可用图 ７ 所示装置验证草酸晶体的 分解

产物 （ 草酸晶体分解 装置 、夹持装置及连接导管

均略去 ） ， 装置的 连接顺序 为 ：
 、 、 Ｄ 、 Ｅ

、

Ｃ ． 草酸受热产生 的气体直接通人足量 的澄

清石灰水 中
，
若能产生白 色浑浊现象 ，

则说明产生

的气体中
一定有 Ｃ０

２

Ｄ ？ 某实验小组采用图 ５ 所示实验装置来检

验草酸分解的产物 ， 则 Ｃ 、 Ｄ 、
Ｅ 装置 中分别盛放澄

清石灰水 、 氢氧化钠 、浓硫酸溶液

氧化铜无水硫酸铜

冰水混合物 Ｗ 激翅 碱 而 灰
Ａ

图 ７

（
６

） 草酸晶体的组成可用 Ｈ
２
Ｃ

２
０

４
？

．ｒＨ
２
０ 表

示
，
为了测定 Ｉ 值

，进行如下实验 ： 称取 ＩＦ
ｇ 草酸

晶体 ， 配成 １ ００ ．００ｍＬ 水溶液 ３ 取 ２５ ． ００ｍＬ 所配

制 的草酸溶液置于锥形瓶 内 ， 加人适量稀 Ｈ
２
Ｓ ０

４

后
，
用浓度为 ａｍｏｌ？

丨，
１

的 ＫＭｎ０
４ 溶液滴定到

ＫＭｎ０
４不再褪色为止 ，

所发生的反应 ：

２ＫＭ ｎ０
４
＋ ５ Ｈ， Ｃ

２
０

４
＋ ３ Ｈ ， Ｓ０

４

＝

Ｋ
２
Ｓ０

４
＋１ ０ＣＯ

，ｔ＋ ２Ｍ ｎＳ０
４
＋ ８ Ｈ

，
０

试 回答 ：

①实验中 ， 标准液 ＫＭ ｎ０
４溶液应装在式

滴定管中 。

②若在接近滴定终点时
， 用少量蒸馏水将锥

形瓶内壁冲洗一下 ，再继续滴定至终点
，
则所测得

的 ％ 值会 （ 偏大 、偏小 、无影响 ） 。

③在滴定过程中若用 ａｍｏｌ ？的 １＜＼１ １１〇
４溶

液 Ｋｍ Ｌ ， 达到滴定终点时的现象是＿ ， 由 此可

计算 ＊ 的值是
＿

。

点评 例 ５ 和例 ６ 是两组改编题 ，
期望学生

通过这两组习题的练习
，
对化学实验进行有效复

习
，提高学生决实际化学实验 问题 的能 力 。 例 ５

和例 ６ 考查的知识点 覆盖面广
，
涉及仪器的识别

和组裝 、
物质的检验及方案 的设计 、中和滴定的原

理及操作 、实验误差分析 、实验数据处理等方面 ；

信息呈现的形式 ， 多样化 ，有文字信息 、
数据信息 、

图像信息等 ；
考查 的方式多样化 ， 包括 了定性分

析 、定量计算等方面 。

本文基于主题式复习 ， 对试题进行有 目 的性

的重组和改编 ，探讨高三复 习课堂范 例 的编写与

利用 ，在教学过程 中 学生参与 度 高 ， 问题分析的

透
，
策略找的准 ，教学效果好 。

“

主题式复 习
”

从根本上转变 了 教师的教学

行为 ， 教学设计让学生更积极 的参与课堂 、

一

系列

的问题把学生引 向 了 深度学习
，
落实 了 学科的核

心素养 ， 为学生创造更 为高效 、更有思维 、更有深

度的复 习课堂 ， 为高三二轮复 习课指明 了方向 。

（ 收 稿 日 期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

０８
）

澄

淸
Ａ

灰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