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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难点分析

“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是同学们接触的第一个

综合性较强的实验。该实验利用化学手段对空气组成

进行定量研究，其实验原理既涉及化学知识，又涉及物

理知识，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将有助于同学们整体把握

该实验或是同类型的实验。

如何测定氧气的体积是实验关键所在，通过对教

材中史料阅读，发现拉瓦锡采用的是化学方法（消耗

法），选择金属汞和氧气反应，消耗氧气引起装置内气

压变小，利用气压差通过液体流动现象将气压变化呈

现可视化。这里蕴含着影响气压变化的因素——气体

的体积变化会引起气压变化，需要同学们有基本的认

知。如何证明消耗氧气的体积等于进去液体的体积？

有些同学会产生疑惑，可按照如图 2 所示的装置进行

验证：轻轻拉动注射器活塞吸走集气瓶内一定体积的

气体，就会观察到有相同体积的水进入集气瓶。在上

述问题得到解惑后，我们再看拉瓦锡的实验，就会发现

拉瓦锡“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有两大高招——选择

只消耗氧气生成固体的药品和密闭的实验装置，之后

的模拟实验，基本是将药品和装置做了改进，但都在使

用拉瓦锡的两大高招。

图2 验证气体减少的体积等于进入水的体积

三、复习建议

1.形成认知视角，构建知识体系
在化学的复习过程中，同学们需要将学过的零散

化学知识依据某一个载体关联在一起，形成知识块，并

找到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从而将知识结构转化成

为考试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工具。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物

质，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和变化规律，而研究物

质可以更好地应用物质，解决实际问题。建议同学们

复习过程中，可以按照“组成、性质、制备、应用”等角度

梳理核心物质的相关知识。我们对第二单元《我们周

围的空气》的知识梳理，就是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的构

建。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承载着重

要的化学知识、技能、学科思想和方法，我们也可以将

所学的实验进行分类，例如研究物质组成类实验、物质

性质类实验、物质制备类实验等，以教材中重点实验为

载体来梳理与其相关的化学知识，并以思维导图的形

式，将知识进行系统化、结构化的呈现。另外，在构建

知识体系过程中，建议同学们以教材、课堂笔记等为参

考，自己独立整理和总结，然后和其他同学交流分享。

2.加深实验理解，注意规范表述
对教材中的化学实验，同学们要找到实验目的、原

理、装置、操作、现象、结论六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盘点过程中突出证据推理的重要性，建立起“操作、现

象和结论”的关联，形成逻辑化的实验认知体系；多思

考实验蕴含的认识物质的方法思路是什么。例如，我

们在学习“氧气的实验室制法”时，从物质及其变化的

角度，初步建立物质转化的观念，通过对实验室制取气

体系统归纳，了解物质制备的一般思路方法。

本单元的化学知识比较容易理解，也易忘，建议同

学们课后及时复习记忆，夯实基础知识并能用严谨、规

范的语言进行表达。例如，对实验现象的描述要准确，

木炭、铁丝、镁条等的燃烧，其现象分别为发白光，火星

四射、耀眼强光，要注意“烟”和“雾”的区别，描述红磷

在空气中燃烧产生的现象是“大量白烟”。对于控制变

量实验的实验目的或实验结论进行表述时，建议补充

“在……等其他条件相同时，在…研究范围内”。

【例题解析】 某同学做了“用过氧化氢和二氧化锰

制取氧气”的实验后，展开了思考和探究：二氧化锰的

用量对反应速率是否有影响。

实验设计：每次取用30ml10%的过氧化氢溶液，加

入不同量的二氧化锰，测定每次收集到 500ml 氧气的

时间，结果如下（其他实验条件均相同）：

实验次序

二氧化锰用量（g）

所用时间（s）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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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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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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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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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0.7

2

8

0.8

2

9

0.9

2

通过对表格数据的分析，同学们发现“二氧化锰的

用量对反应速率是有影响的”。如果同学们这样表述

实验结论，会显得比较泛泛，没有结合实验情境作答。

我们可以参考这样的实验结论表述：在过氧化氢溶液

的体积、浓度等条件相同时，二氧化锰用量为0.1～0.7g

范围内，加入的二氧化锰用量越大，反应速率越快。本

实验中改变的影响因素是“二氧化锰的用量”，在表述

实验结论时，既突出该因素对实验研究对象“反应速

率”的影响具体是怎样的，也兼顾其他实验条件的设

定，反映出对控制变量法的理解。

3.明晰化学习题，提升问题解决能力
化学试题突出应用性，将化学知识、基本思想和

核心能力放在联系生产、生活和社会实际的新情境中

进行考查；同时化学习题突出对基础实验的原理、操

作和分析能力的考查。同学们可以结合“具体试题的

情境—核心内容—设问角度—问题解决思维方法”来

明晰化学习题。

【例题解析】 请根据下列实验回答问题（夹持仪器

略去，气密性已检查）。

（1）用甲图装置进行实验，木炭遇氧气燃烧时，现

象为？

（2）用乙图装置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现

象有____________________。

图甲

图乙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对“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变化的

认识，是教材原型实验的简单变式，考查同学们在简单

辨识情境中分析解释实验现象的能力。对于实验现象

的作答，建议同学们建立“反应现象+装置特点”相结

合的思维模型，分析解决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化学过程中，把握化

学学科的本质和特点，做到知识梳理关联化，实验分析

逻辑化，问题解决有方法，从而更有效地学习和使用化

学知识，提升学科能力，发展核心素养。

重要概念

重要物质

重要实验

方法思路

物质的变化、物质的性质、物质的分类、反应类型

空气、氧气

探究蜡烛燃烧、探究吸入呼出气体的不同

基本实验操作、空气中氧气含量测定

氧气的性质和制法

观察和描述实验的方法

对比实验的设计与分析思路

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

单元聚焦——我们周围的空气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教师 董晓静

一、知识梳理

九年级《化学》第一、二单元，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如下，知识结构如图1所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化学学习，相信同学们有很多收获和感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发一本“化学手册”，盘点自己的学

习成果，梳理学习方法。

图1 知识结构图

化学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