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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化学方程式在中考中的题型及应对方法探讨 
◆雷文金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龙宫九年制学校  贵州安顺  561000） 

 
摘要：化学来源于生活，又走向生活，在生活中化学的表征形式是宏观

的，而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对微观化学本质的探索，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认知世界，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的产生原因，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

加深学生对理论方面的基础牢固程度，从而更好地将其运用在实际生活

中，学以致用。化学方程式是化学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化学方程式多种多样，分门别类，但是学好基础的化学方程式，掌握分

子基本的特性、反应发生条件和结合方式等，有助于学生日后学习更加

复杂的化学知识，在中学阶段化学科目的学习中，主要重难点还是在化

学方程式，同样地，在中考化学中，化学方程式相关的题型所占比重较

大，需要重点关注，因此，本文就化学方程式在中学化学的教学现状和

化学方程式在中考中的题型进行详细论述，以期为中考备考期间在化学

方面的复习提供有效的参考策略，优化训练方式，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活

性，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关键词：化学方程式；中考；题型探讨 

 

 

中学阶段是化学学习的初级学习阶段，不管是在高中还是大
学的学习，都离不开化学科目，因此，在中学阶段打好化学学习
的基础是非常关键的，而化学方程式作为化学学习中非常重要的
工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化学科目学习的本质和意义，提
升学生在理论知识方面的学习深度，为学生了解世界开辟新的天
地，用化学的角度看待生活中的现象，发现有趣现象背后的实质，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中学阶段的化学方程式学习注重对基
础方程式的本质理解和灵活运用，学好基础化学方程式，并对化
学反应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有深刻的理解，是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主
要教学目标，化学的学习是以基础为重、以运用为实际意义的学
科，在要求学生牢记化学方程式的同时，切忌让学生死记硬背，
中考的题型会根据知识点灵活变动，不可能存在学生做过的题目
原模原样出现在中考题型中，学生只有打好基础，再不断对思维
进行灵活性的训练，才能够在考试中得心应手，而不是对题型或
知识点的生搬硬套。 

一、化学方程式在中学化学的教学现状 
化学方程式的是中学化学中的重点教学内容，目前《新人教

版九年级化学》参考书目仍旧作为国内各大中学广泛使用的教
材，在新人教版教材中，对于化学方程式的学习基本贯穿整个中
学化学阶段的学习，化学方程式不仅仅是一个公式，其符号和含
义对于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在
不同的反应条件下，同样的反应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产物，
这一些都属于基础化学方程式的延伸部分，因此目前国内大多中
学教师仍旧沿用传统教学，注重对化学方程式的熟练背诵，通过
大量的不同题型的练习来加深学生对不同化学方程式的理解，缺
少对题型的更新和总结，使得学生默认使用题海战术来强化解题
能力，从而忽视了对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对思维灵活度的训练。 

二、化学方程式在中考中的题型 
（一）基础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基础型的化学方程式是中考题型中最为简单的一种题型，其

强调学生对基础化学方程式极易的精准度和反应力，这类题型是
中考中一般不应爱失分的题目，学生只需要按照题目要求和平时
的训练，严格按照化学方程式的书写规则进行书写即可，没有太
大 的 难 度 可 言 。 例 如 ： 大 理 石 溶 于 稀 盐 酸 的 反 应 式 ：
CaCO3+2HCI=CaCI2+CO2↑+H20，学生要注意不要漏写气体分子符
号的表示，还有分子表达式的书写标准。 

（二）信息关键词型 
信息关键词型是指将某一个化学方程式以生活化的形式呈

现在题目中，学生只需要捕捉关键信息进行组合加工即可，难度

不大，但是容易出现的扣分点在于学生不认真审题，忽略了题目
中清清楚楚写明的反应条件，如催化剂、高温、高压等，从而漏
写或错写，还有对于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不到位，导致配平不准
确，一方面考察学生的读题和信息检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考验
学生的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对于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和表达是否能
够有准确的判断，对于化学方程式的配平能否快速反应并解答。 

（三）图表型 
图表型是对微观分子学习的考察题型，图表一般通过对化学

方程式中分子的拆解，将化学方程式的表现形式微观化和图片
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微观的分子结构模型同样遵循基本的化
学反应规律，学生在解题过程中根据题目提示的名称和模型的结
合方式进行联想，一般能够快速找到答案并作答，需要注意的是
反应条件是否具备，化学方程式是否遵循了质量守恒定律。 

（四）相似模仿型 
这类题型是中考化学题型中属于比较简单的类型，学生只需

要根据题目提供的原有的化学方程式进行分析，找到其中的反应
类型和反应条件，再根据题目规定的不同的反应物，按照题目给
出的化学方程式的反应类型和规律性进行模拟书写，在不违背化
学反应规律的情况下，可以模仿题目提供的化学方程式进行书
写，出错率较低，主要考察学生的审题能力和思维灵活性。 

（五）拆分合并型 
化学方程式之所以非常的繁杂，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部分

化学方程式可以通过结合的形式写成一个化学方程式，就好比一
个化学反应的整个过程被拆分成几段进行，不同阶段的反应对应
一个化学方程式，将不同阶段的化学方程式整合在一起，通过质
量守恒定律进行配平，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总的化学方程式，其又
可以进行拆分，因此，中考题型同样注重对此类化学反应中反应
方程式拆分与组合的考察，这类题型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仔
细观察题目给出的化学方程式，找到共同之处并进行合并或拆
分。 

（六）填空型 
填空型主要考察学生对化学方程式本质规律的理解，即对于

质量守恒定律的理解，题目一般给出一个方程式，但是不完整的
化学方程式，需要学生通过观察和推论分析出空白部分的分子式
或反应条件，这类题型一方面考察学生的观察能力，另一方面也
注重也考察了学生平时对化学方程式学习的积累和总结，善于观
察和总结学生往往有更快的反应能力和解题速度。 

结语：化学方程式在中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注重对题型的更新与总结，以上总结的六种中考题型
是较为常见的，但是随着教学要求的不断变化，题型可能会更加
的新颖化，因此，教师一方面要注重对学生的周期性训练，强化
学生的弱项题型，并进行定期的检测，帮助学生查缺补漏，找到
知识盲区并及时得到解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对学生
学习的有效反馈，由于班级教学人数较多，教师可能无法像一对
一的教学对每个学生进行观察，但是教师在批改作业和测评的过
程中，当发现学生存在某一方面的问题时，要及时跟学生沟通并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帮助学生提高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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