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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高中生化学实验题解题策略

张炜达

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中学高三二班 山东 滨州 256600

【摘要】高中化学是一门非常实用和探索性的学科，是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学习起来很难。高中化学课程考

试的时候计算题和实验题是必不可少的一类考试题目，要求学生有丰富的化学知识，因为这类问题很难解决，对学

生来说是一个难题。而学生在解决这类化学问题的过程中，不能够有效地掌握解决问题的技巧，导致较高的错误率，

分数也就提不高。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作者总结了一些解决方法和策略，并在本文的详细讨论中分享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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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化学中，进行实验是发现和研究化学现象和

规律的重要途径。最近几年，在化学试题中实验题出现

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考察的内容和方法之间存在很大

的差异，给学生和老师都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这是高

中化学教学的一个新任务，主要就是帮助学生解决这种

类似的题目。这就需要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还应在化学考试中帮助学生解决有关实验题型和计

算题方向的一些问题。

1 高中化学的审题技巧
1.1 审题型

回答高中化学问题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仔细考虑

所考的问题。有效的问题分析是确保问题解决思路正确

的重要基础。高中化学考试的问题类型包括多个概念、

计算问题类型等，不同的问题类型就需要不同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技能。因此，做题的第一步是分析问题的类型，

确定问题的类型，了解问题的目的，并确定该做什么和

如何使用技巧，提供一个正确答案。

1.2 审关键词

回答化学问题时，明确测试问题类型是一个关键点，

教师可以向学生说明解决问题的方向，可以通过分析和

说明来确定要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解题步骤。在找关

键点这方面，它是整个题的基础。通过分析这个关键点，

就可以分析测试目的，了解问题的含义并获得正确的答

案。例如，高中的化学问题中经常见到的关键字就有“酸、

碱、无色无味”等等 [1]。

1.3 审题干

在做化学问题时，答完题后要检查一遍，对题目进

一步分析，增加正确率并加深印象。因此，完全理解问

题的含义以及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审题是非常重要的一

步。化学题目一般都是按要求分布在各种题干中的。因

此，在评估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出题人问这个问题

的目的，并根据问题的具体需求回答问题。此外，要求

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的能

力，并理解和准确答完题，避免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

1.4 审数字

高中化学问题中关键字通常在问题中起很大作用，

其中实际问题中的具体数字就是解题的重要因素。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就应该了解相关的有效数据，例如体积、

重量和 pH 值。通常，有两种表达题目的重要字符方法：

第一种，实际数字（例如“样品重 3.3 克”）直接显示

在包装盒上；第二种，使用有效的设备来表示实数，例

如“在 pH 试纸上测得的 pH 值是多少”等等。在学习

过程中，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注意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比如翻阅关键数字或在图片的底部用笔标记或者勾画出

来 [2]。

2 高中化学的解题思路
2.1 开放性思维

在高中，化学方面的知识很多，化学题目是复杂且

多样的，对学生来说有些是难以理解的，因此要求学生

要学好基础，有较强理解和分析能力。教师就应该使用

不同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并帮助学生发展创造力，让他们

学会从不同角度思考，从而简化了复杂的题目。例如，

在学习“成分的值和浓度”时，将 NaBr 和 1 毫克 NaCl

的混合物溶解在水中，然后添加 500 ml 溶液后再继续

添加 Cl，当混合物发生化学反应时，就会蒸发形成晶体。

在分析过程中，通常选择一个可以回答的化学方程式来

回答，通过学生的开放性思维来分析释放的钠离子浓度，

无需计算即可获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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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逻辑性思维

通过在高中解决与化学有关的问题，并提高解决问

题的速度和准确性，学生必须学习如何正确使用逻辑思

维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逻辑思维，学生可以通过将理

论和实践相关的内容和未知的知识，进行总结最后得出

结论。例如，在分析“化学能和热能”时，检查以下练

习的准确性：（1）吸热反应需要加热。（2）反应物和

产物的总能量对放热和吸热性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

关于反应速率，放热反应总是高于吸热反应。在回答以

上练习时，你必须先了解吸热和放热反应知识，并且了

解外部问题中出现“总是”这个词，你就必须注意到，

运用所学知识，对这些知识进行验证。燃烧木炭是一种

放热反应，反应发生时，它需要通过加热才能燃烧，这

表明（1）是不正确的，而通过所学知识和逻辑思维可

以确认（2）是正确的 [3]。

3 高中化学的解题策略
3.1 掌握实验原理，理清实验题解题思路和方法

学习化学我们都知道实验必须符合应该有的原理。

为了回答化学实验题，我们首先关注实验的目的、过程、

现象、实验原理以及要注意的事项。只有掌握了实验的

基础知识，才能为正确答案奠定基础。高中化学知识很

多，因此需要通过实验来理解和找出正确答案和相关知

识。实验原理可以将我们的思路引向正确解决方案上。

同时，从高考的测试中可以看出，化学实验题的题目是

各种各样的，只有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后，我们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合适方法。例如：化学反应通常

具有特定的状态，需要明确说明。如沉淀要标（↓）箭

头向下符号，而气体则需要标明向上（↑）的符号。此

外，化学方程式中会明确定义许多实验术语，而这些细

节在考试期间很容易被忽略。即使学生非常熟悉考试的

内容，但是却忽略了主要信息，导致分数上不去、成绩

低的情况。

3.2 结合命题内容，考查学生化学实验操作能力

实验是高中化学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

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有效途径。因此，高考中就出现了

实验操作试题，以测试学生在化学实验中的实践技能和

对实验的理解，因为实验操作只能在实验室里面进行，

在考试过程中就只能靠学生通过在脑子里通过想象，来

解决这个问题，得到答案。化学实验题通用实验室材料

提供必需的药物和几个实验步骤，然后执行该过程，考

察学生的学习能力。例如：将食盐（NaCl）与少量杂质

（例如硫酸钠和碳酸氢铵）混合，通过一系列操作要得

到干净的盐。实验的顺序如下：（1）剩下的液体中加

入 BaCl2 溶液；（2）在继续加入其他 Na2CO3 溶液；（3）

过滤；（4）加热至沸腾；（5）纯 NaCl 溶液。开发这

样的实验过程的目的是什么？发生原理是什么？这个实

验操作目的是测试学生的实验能力以及他们思考和做出

决定的能力。但是，这种实验还需要继续改进。在加热

沸腾之前，有必要添加一滴盐酸，以便除去碳酸盐以达

到实验目的。如果省略碳酸盐去除步骤，则该实验将不

会成功。

3.3 进行实验探究，培养学生化学实验创新思维

化学实验的目的是学习化学反应的规律，但是一些

相关的化学实验添加了特殊的实验室工具，或进行类似

的实验研究。它旨在测试学生对化学概念的掌握程度，

并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这类测试题具有明显的特征，这

些问题的内容通常与现实生活和生产有关。例如，四氯

化碳和苯是水溶性固体，苯的密度低于四氯化碳，水的

密度在四氯化碳和苯之间。使用此条件来创建“液体积

木”。首先将四氯化碳放入试管中，然后慢慢加水，最

后加入苯就会出现溶液分层现象。为了对该理论进行深

入研究，使用漏斗将一定量的碘溶液注入到胆矾中间层。

然后问问自己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将试管中的液

体稍稍摇动并分开，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知道碘可以

溶解在有机溶剂中。因此，苯 CCl4 可以从水中去除碘

并改变其颜色。由于胆矾不溶于有机溶剂，只能保留在

水层中，因此试管的颜色会从下到上出现不同变化。因

此可以看出，只有通过实验结论得到的准确性，才能解

决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4]。

3.4 了解命题方向，加强对化学实验题专项练习

强化性学习理论的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现象需要刺

激和事件，从而增加做出响应的可能性。要让学到的知

识永远成为自己的，就需要对获得的知识进行概括和总

结，以使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

了解高考化学实验题内容的重点，采取应对策略并组织

有针对性的培训。这样，学生就可以正确回答问题。例如，

当解决如何确定 Na2CO3 和 NaHCO3 的混合物中 Na2CO3

的质量分数的实验问题时，学生首先要学习此实验过程

并熟悉。在稳定状态下，一定数量的混合物完全加热，

并且随着数量的减少，部分 NaHCO3 通常会以加热方式

溶解，通过差量方法就可以知道 Na2CO3 的质量份数问

题。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旨在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学

生在答案过程中要仔细阅读题目，认真审题，克服对回

答实验性问题难度的恐惧。必须有效地运用所学方法，

将知识系统化和机构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提高基础

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结语
一般而言，高中的化学实验性问题主要考查学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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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识的灵活性和创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对基本化学理

论的熟练程度。高中化学老师应着重于指导学生并使其

在结合化学知识上能够自主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在实

验操作、评估分析和决策方面的技能，提高他们解决实

验性问题的效率，并促进学生从整体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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