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在每次考试中暴露出的问题可能是知识性的，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审题的仔细、

时间的安排等），还可能是思维性的，不管是哪种“问题”，考生都要学会坦然面对，分析利

弊、反思得失，优化学习和复习过程，方能避免再次失误，赢得主动。下面以丰台区化学期

末试题典型错例分析为例，供考生借鉴参考。希望这几道例题能启发考生，让考生及时查

漏补缺，同时也在新学期获得更大的提升。

【例1】用下图装置（夹持仪器略去）探究燃烧的条件。

实验过程及现象：

步骤①，打开弹簧夹，通入N2，点燃酒精灯，加热一段时间，红磷和白磷均不燃烧；

步骤②，熄灭酒精灯，改通O2，白磷燃烧，红磷不燃烧。

（1）实验过程中，能说明可燃物燃烧需要氧气的实验现象是

（2）步骤②中，改通氧气后，白磷燃烧而红磷不燃烧。红磷不燃烧的原因是

【分析】该题第（1）问考查的知识点为燃烧的条件：①可燃物 ②与氧气接触 ③可燃物

温度达到着火点；科学探究的能力：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获得证据、分析推理形成结论。

典型错例

①通入O2后，白磷

燃烧

②步骤①中通入

N2 点燃酒精灯一

段时间，红磷和白

磷均不燃烧

步骤①中通 N2 白

磷 、红 磷 均 不 燃

烧，步骤②中通O2

白磷燃烧

错例分析

这两个错例的共性为：缺少对比实验的实验现象

题干中设问是“燃烧需要氧气的实验现象”，要证明燃烧的

条件“氧气”需要一组对比实验，在这组对比实验中研究的

变量是“氧气”，控制的变量是“可燃物和温度达到着火

点”，因此这组对比实验中能改变的变量只有“氧气”，而其

他的变量都不能发生变化。通过阅读题中实验过程可知，

步骤①中白磷和红磷未接触氧气且温度均达到着火点；步

骤②中白磷接触氧气且温度达到着火点、红磷接触氧气但

温度未达到着火点；结合上述分析可知，白磷在步骤①、②
对比的实验现象可得出题中要求的实验结论。红磷在步

骤①（未与氧气接触）、②（温度未达到着火点）中有两个不

同变量，不符合控制变量的实验设计方法

错例原因：实验对象错误

如上描述，步骤①和步骤②中，白磷是此问对比实验的实

验对象，红磷不是此问的实验对象

推荐答案

步 骤 ① 中

白 磷 不 燃

烧，步骤②
中 白 磷 燃

烧

该题第（2）问考查的知识点为燃烧的条件：①可燃物 ②与氧气接触 ③可燃物温度达

到着火点。

典型错例

因为红磷的着

火点比白磷高

错例分析

错例原因：题意理解错误

本题设问为“红磷不燃烧的原因”，回答应从燃烧的三个条件出

发，结合步骤②中的描述可知此时的红磷与氧气接触，酒精灯

的熄灭使它的温度达不到着火点，因而不能燃烧。考生的回答

反映出他把这一问理解成通过“白磷燃烧而红磷不燃烧”的现

象能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试题理解错误是考生失分所在

推荐答案

温 度 没 有

达 到 红 磷

的着火点

【例2】补全实验方案。

序号

B

目的

探究水的组成

操作 现象

b管中的气体能使带

火星小木条复燃，a

管中的气体能燃烧，

发出淡蓝色火焰

结论

【分析】该题B考查的知识点为科学探究的要素及其关系。

典型错例

a管中的气

体 是 H2，b

管 中 的 气

体是O2

错例分析

错例原因：未理解科学探究要素的关系

在科学探究中会依据探究的目的设计并实施实验方案，通过观察

和实验等方法获取证据，基于证据进行分析推理及形成结论。本

题B组实验的目的“探究水的组成”，据此设计水分解的实验来达成

实验目的；经过实验操作产生对应的实验现象；b管中的气体能使

带火星小木条复燃，b管中的气体为氧气，a管中的气体能燃烧，发

出淡蓝色火焰，a管中的气体为氢气；基于氧气由氧元素组成、氢气

由氢元素组成，且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形成水由氢元素、氧元

素组成的结论。通过本题分析考生可以发现在科学探究的要素间

有清晰的逻辑关系，实验结论的得出要依据实验现象为证据同时

也要兼顾实验目的，不能脱离实验目的仅依据实验现象进行推理

推荐答案

水由氢元

素 、氧 元

素组成

【例3】实验小组对蜡烛燃烧进行探究。

探究Ⅰ.蜡烛在密闭容器中熄灭的原因。

【进行实验】利用传感器测量密闭容器中点燃蜡烛至熄灭时，O2、CO2含量（体积分数）

的变化。

蜡烛点燃前

蜡烛熄灭后

O2含量

20.7%

15.9%

CO2含量

0.058%

3.6%

【解释与结论】
（1）蜡烛在密闭容器中燃烧后 CO2含量增大，由此可推测蜡烛中一定含有的元素是

__________。

（2）同学们收集一瓶 V（O2）∶V（CO2）=1∶4的混合气体，放入点燃的蜡烛，观察到蜡烛

能继续燃烧。说明探究Ⅰ中蜡烛在密闭容器中燃烧一段时间后熄灭的原因是__________

（填字母序号）。

A．O2浓度过低 B．CO2浓度过高

【分析】该题第（1）问考查的知识点为基于真实情境从元素的角度分析物质及其变化。

典型错例

碳元素、氧元素

错例分析

错例原因：未从真实的反应物进行判断

从典型错例分析可知，该类考生认为蜡烛在密闭容器中燃

烧的反应为：蜡烛
点燃 CO2，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

生成物二氧化碳中有 C 和 O 元素，反应物蜡烛中含有 C 和

O 元素。从题干给出的信息分析可知，蜡烛点燃前密闭容

器中氧气含量为20.7%，蜡烛熄灭时氧气含量为15.9%，推断

出氧气参与蜡烛燃烧，蜡烛在密闭容器中燃烧的反应为：

蜡烛
点燃 CO2，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生成物二氧

化碳中有C和O元素，反应物氧气中已含有O元素，确定蜡

烛中一定有C元素，可能含有O元素

推荐答案

碳元素

该题第（2）问考查的知识点为燃烧的条件；科学探究的能力：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

获得证据、分析推理形成结论。

典型
错例

B

错例分析

错例原因：未能基于实验事实进行推理

典型错例分析可知，该类考生基于密闭容器中蜡烛熄灭时二氧化碳

含量从0.058%变化为3.6%，二氧化碳浓度大幅升高，二氧化碳本身不

助燃、不可燃的性质，推理出蜡烛的熄灭原因为CO2浓度过高。蜡烛

的燃烧满足燃烧的三个条件：蜡烛是可燃物，燃烧时蜡烛放热温度不

会低于着火点，熄灭原因为氧气减少是最有可能的因素，但蜡烛燃烧

的过程中二氧化碳含量大幅增加，基于二氧化碳本身性质（不助燃、

不可燃）分析，也有让蜡烛熄灭的可能。矛盾的观点在实验中辨明真

伪，题干中说到“同学们收集一瓶 V（O2）∶V（CO2）=1∶4的混合气体，

放入点燃的蜡烛，观察到蜡烛能继续燃烧”，此时二氧化碳的含量

VCO2
= 41 + 4 = 80% ，远高于题目中蜡烛熄灭时二氧化碳的体积含量

3.6%，此环境中蜡烛却能继续燃烧，可得二氧化碳含量的高低不是蜡

烛熄灭的原因。蜡烛熄灭的真正原因是氧气含量的高低。可靠的证

据是推论的起点，化学中的证据源于化学实验里的现象，只有基于真

实实验的推理才经得起推敲和验证

推荐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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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错题分析 避免再次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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