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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达题的答题策略
北京汇文中学教师 秦 晋

化化 学学

近三年北京高考化学题中文字表达内容分别占

有9分、14分、9分，分数占比较高。如何凝练语言，使

文字表达更加简洁、规范、科学和准确，是一个重要的

问题。

根据考查内容，文字表答题可以分为很多类型，但

均有相对稳定的思路：识别核心问题、吸收题目信息和

完整清晰地表达。

一、现象描述型问题

这类问题在文字表达中相对简单，但容易失分。

主要表现是学生对现象描述的完整性有欠缺。可以

“反应前—反应中—反应后；固体、液体、气体”为线索，

同时兼顾物质变化与能量变化。如果实验中有特殊装

置，例如定量仪器、天平、U型管、原电池等，要注意是

否有该装置对应的现象。如果该实验为对比实验，需

要将被对比的两个现象分别描述。

二、设计方案型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实验探究题中，对学生能力

要求较高。设计实验方案需要紧扣实验目的，同时必

须清楚探究的对象。完整的实验方案应包括“操作、现

象、结论三个部分，建议使用“取……加……若……

则……”句式进行全面覆盖。注意方案设计中的定量

思想。若该实验为定量实验或控制变量型实验，需要

方案应包含试剂用量、温度压强等定量信息，可以仿照

题干呈现的方式进行表达。

【例 1，2021 北京高考，16】某 小 组 实 验 验 证

“ Ag+ + Fe2+   Fe3+ + Ag↓”为可逆反应并测定其平

衡常数。

（1）实验验证

实 验 I. 将 0.0100

mol·L-1 Ag2SO4 溶 液 和

0.0400 mol·L-1 FeSO4 溶

液（pH = 1）等体积混

合，产生灰黑色沉淀，

溶液呈黄色。

实验 II.向少量 Ag 粉中加入0.0100mol·L-1 Fe2(SO4)3
溶液（pH = 1），固体完全溶解。

① 取 I 中沉淀，加入浓硝酸，证实沉淀为 Ag 。现

象是_____________。

② II 中溶液选用 Fe2(SO4)3 ，不选用 Fe(NO3)3 的原

因是______________。

综合上述实验，证实“ Ag+ + Fe2+    Fe3+ + Ag↓”

为可逆反应。

③小组同学采用电化学装置从平衡移动角度进行

验证。补全电化学装置示意图，写出操作及现象

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① 固体溶解，产生红棕色气体

② 酸性条件下，NO3
- 有氧化性

③ a：石墨电极/Pt电极 b：酸性 FeSO4 溶液/酸性
Fe2(SO4)3 溶液/酸性 FeSO4 与 Fe2(SO4)3 溶液 c：AgNO3
溶液。组装好装置后，闭合K，当灵敏电流计指针不动

时，向左池加入较浓 Fe2(SO4)3 溶液，指针偏转，向右池

加入较浓 AgNO3 溶液，指针反向偏转

【分析】
①为现象描述型问题。根据题干可知，描述的现

象为 Ag 与浓硝酸反应的现象，注意以“反应前—反应

中—反应后；固体、液体、气体”为线索，故答案为固体

溶解，产生红棕色气体。

②为分析解释型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切入角

度，但题干提示需要对比两种物质，观察它们的差异在

阴离子 SO4
2 - 和 NO3

- 上，关联关于两者性质的已有知

识，再结合情景“原电池—氧化还原反应”，可以推测应

从氧化还原性角度切入。

③为方案设计型问题。该问题指向的核心知识点

是原电池设计以及验证反应可逆的方法。首先是设计

电池。结合信息总反应，分析电极反应：Ag+ + e- = Ag ，

Fe2+ - e- = Fe3+ ，可知两个半电池分别为 Ag / Ag+ 和

Fe2+ / Fe3+ ,由于右侧为 Ag 电极，电解质溶液 c 应选择

含有 Ag+ 的溶液，例如 AgNO3
- 溶液。而由于右侧 Ag

和 Ag+ 都存在，所以该反应既可以从右到左，也可以从

左到右，故电解质溶液b既可以选择含有 Fe2+ 的溶液，

也可以是含有 Fe3+ 的溶液，为了避免阴离子干扰，需选

择和前面实验相同的 FeSO4 或 Fe2(SO4)3 。左侧半电

池电极不需要参与反应，故选择惰性电极。

其次是实验方案设计，要先明确实验目的为从平

衡移动角度证实“ Ag+ + Fe2+   Fe3+ + Ag↓”为可逆

反应，实验方案的切入点应该为分别引起平衡的正逆

两个方向的移动。对于溶液体系来说最容易的方法就

是改变离子浓度，故可以增加 Ag+ 浓度使平衡正移，再

增加 Fe3+ 的浓度使平衡逆移。在原电池装置中，观察

移动对应的现象应聚焦于指针偏转。同学们要注意在

表达时描述实际进行的具体操作，例如“向左池加入较

浓 Fe2(SO4)3 溶液”，而不是描述操作的结果，如“增大

Fe3+ 浓度”。

三、评价建议类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实验探究或工业流程题中，

是对学生化学综合能力的考查，有一定的开放性。题

目通常以对比分析为基础，要注意是否存在指定的角

度。若没有给出明确角度，可以考虑以下的切入点：操

作或流程对于实现目的的效果优势、副反应控制、生产

效率、节能环保、资源成本、操作难易与安全性等。

四、列举证据类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实验探究题中，考查学生的

证据推理能力。需要列举的“证据”通常是从题目中摘

录的相关实验现象或者数据，证据与结论之间要有明

确的因果逻辑关系。同学们注意只回答支持观点的证

据，无关证据不需要呈现。

五、描述目的类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实验探究和工业流程题中。

通常小目的是为实现大目的服务的，所以同学们必须

先明确整个实验或生产流程的目的。

实验探究中的小目的很可能是大目的的一部分或

者具体化，也可能是实验出现的异常现象的探究。实

验目的在表达时通常以探究动词（探究、对比、验证等）

为开头。

工业流程中的目的问题通常是操作目的，操作目

的往往包括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直接目的是操作本

身带来的变化，最终目的是围绕生产需要带来的效

果。例如，将矿石磨碎，直接目的是增大接触面积，最

终目的是加快反应速率（以提高生产效率）。目的分析

切入可以从基本操作角度，如分离、提纯、除杂、富集，

或者从原理角度，如改变反应的速率、限度等入手。

六、分析解释类问题

分析解释类问题在物质结构、反应原理、工业流程

和实验探究题中均有出现，是相对最灵活、综合性最强

的文字表达问题。

此类问题的关键是理解核心问题，简单说就是

读懂题目问的是什么、考查的是哪部分的知识。很

多分析解释问题会给出切入角度，若题目中没有切

入角度，往往可以从题干所给的信息中获得一些提

示。分析解释型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

同学们平时应重视概念原理与实际问题解决之间的

关联。分析解释型问题在文字表达的时候需要注

意，要将解释问题设计的核心原理、使用的证据（数

据、现象等）明确指出。此外，从核心原理到解释现

象或规律很可能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前因后果

逻辑必须环环相扣。

【例2，2022北京高考，18】白云石的主要化学成

分为 CaMg(CO3)2 ，还含有质量分数约为 2.1%的 Fe2O3
和 1.0%的 SiO2 。利用白云石制备高纯度碳酸钙和氯

化镁，流程示意图如下。

（2）NH4Cl 用量对碳酸钙产品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备注：ⅰ. MO 浸出率=（浸出的 MO 质量/煅烧得到的 MO
质量）×100%（M代表 Ca 或 Mg）；

ⅱ. CaCO3 纯度计算值为滤液A中钙、镁全部以碳酸盐形

式沉淀时计算出的产品中 CaCO3 纯度。

①解释“浸钙”过程中主要浸出 CaO 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3）“浸镁”过程中，取固体 B 与一定量浓度的
(NH4)2SO4 溶液混合，充分反应后 MgO 的浸出率低于

60%，加热蒸馏，MgO 的浸出率随馏出液体积增大而增

大，最终可达98.9%。从化学平衡角度解释浸出率增大

的原因是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2）① Ksp[Ca(OH)2]≫Ksp[Mg(OH)2] ，在 一 定 量

NH4Cl 溶液中，CaO 先浸出

（3）MgO +H2O Mg(OH)2 ，Mg(OH)2 + 2NH4
+  

4Mg2+ + 2NH3 + 2H2O，随大量氨逸出，平衡正向移

【分析】
本题2个空均为分析解释型的文字表达题。其中

（2）的①没有给出明确的分析角度，可以尝试从信息中

获得提示。信息给予了相关物质的 Ksp ，再结合流程

“浸钙”“浸镁”，推测切入角度为沉淀溶解平衡和 Ksp 。

①中“浸钙”的对象为煅烧白云石产物 CaO 和 MgO ，问

题中隐含着“为什么不是浸出 MgO ”，因此在回答时应

注意 CaO 与 MgO 的对比。（3）明确给出了分析角度“化

学平衡”，故采用“找平衡，说变化，出移动”的基本框架

进行解释。平衡为 MgO 浸出的反应，变化为加热蒸

馏，由于该反应本身吸放热，所以重点考虑加热蒸馏对

平衡中各物质的影响，不难发现氨气在加热条件下会

大量挥发，引起平衡正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