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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化 学学

一、明确实验复习努力方向

北京“四新”高考的考查核心为将“学科核心素养”考出来，需首先明确化学实验能力

在素养考查中的关键地位（图1），做到心中有结构。

图1

其次，应知晓北京高考改革与化学探究实验的关联，做到脑中有素材。以下梳理了

2013年至2023年探究实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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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

二氧化硫与漂粉精的反应

用石墨电极在不同电压下电解pH=1的

0.1mol/L的氯化亚铁溶液

化学平衡与氧化还原反应的竞争

亚硫酸钠溶液和不同金属硫酸盐溶液反

应的多样性

“Fe + 2Ag+ = Fe2+ + 2Ag”实验中的副反应

制备高铁酸钾研究其性质

二氧化硫和硝酸银溶液反应

亚硫酸钠加热分解反应

从电极反应解读物质氧化性和还原性变化

不同条件下氯气与Mn2+反应

铜和碘单质反应的多角度探究

课程改革

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化学

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于 2007 年

开始实行新课改。

北京高考化学考查方式：理科综合。

2017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化学课

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随即进入

新一轮课改。考查方式：理科综合。

2020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化学

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北京课改持续推进。考查方式：选

科选考。

最后，同学们要明确课程标准上对于实验能力的水平要求。实验能力可分为操作能力和

探究能力：①操作能力——了解并初步实践化学实验研究的一般过程，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②探究能力——在解决简单化学问题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初步了解化学

变化规律，并对化学现象提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能够对自身实验复习的状况进行评估。

二、明确实验复习学习路径

同学们首先要明确实验复习的学习路径即“立足化学学科本质，提升自身化学思维水

平”，在模块复习中重视实验复习的功能与价值。另外，需重视教材原型实验的重要引领

作用，在平时的复习中有意识地关注实验在原教材中的位置。

【例1】 下列实验装置（部分夹持装置略）或现象错误的是：

A.滴入酚酞溶液 B.吸氧腐蚀 C.钠的燃烧 D.石蜡油的热分解

本题答案为C，Na在空气中燃烧实验应在坩埚中进行。A实验有效地进行了控制变

量，使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溶液浓度相同的情况下，滴加相同的酚酞溶液，通过实验现象证

据推理知：相同浓度下碳酸钠溶液碱性更强。B实验模拟了铁制品（铁碳合金）在自然界

的电化学腐蚀过程，可以通过右侧试管的导管内水面上升推知为吸氧腐蚀。D实验模拟

了石油综合利用工业中的裂化裂解实验，烷烃（石蜡油）裂化后可生成烯烃，右侧试管可为

酸性高锰酸钾酸性溶液或溴水溶液，通过褪色的实验现象证明烯烃的存在。

同学们在做题过程中应明确四个选项的实验出处：A实验——必修第一册，实验2-4；

B实验——选择性必修1，实验4-3；C实验——必修第一册，实验2-2；D实验——必修2，第

三章科学探究。配合自主回归教材，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实验细节、内容及考查点位。

特别建议进行“小题大做”，将每个选项的“前因后果”进行自主归纳和整理，再通过“复述”的

方式给自己讲解，以形成完整连贯的思维链条。同时还可以和同学组成2人学习小组，通过

“AB演讲”的形式（A同学给B同学讲，B同学再给A同学讲，交替往复）进行“认知交互”，在

“输入与输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和同伴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共同进步。实验复习中“小题”

“大题”都可如此进行“理解性讲解”自主训练，以形成更加完整的知识与逻辑框架建构。

三、明确实验复习中的多重价值

实验复习的核心价值为：帮助自己透彻理解化学学科本质，认知物质性质与转化大概

念，形成解读实验题的必备能力与关键方法。如在复习元素无机部分内容时，复习海水资

源的利用过程中应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认知（图2），应从物质转化、实验操作、原理、定量

计算等多重角度认知海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化学学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图2

实验复习的附加价值为：自主进行驱动性问题的拆解突出了学生主体地位，并可以

“外显学生模型调用的思维路径”。多向自己提问：我用到了什么认知模型，对应的原型是

什么？新情境与原型对比过程中什么地方对连贯思考产生了干扰？要把“是什么”类的问

题改为“我为什么这么想”类问题，真正将思维路径中的“困惑”外显出来。

外显思路中，同学们要形成驱动性问题的模型认知与应用，形成解决新任务的思路，

从而真正思考自身薄弱问题，进入深度学习状态。

【例2】 用主要成分为MgCO3（含少量SiO2、Fe2O3和Al2O3）为原料制备高纯镁砂的工艺

流程（图3）。自主设问：浸出与沉镁均要在较高温度下进行？

图3

通过原型实验模型应用可以得出：浸出中为促进NH4Cl的水解和氨气的逸出，需较高

温；沉镁中为防止NH3·H2O的分解，需较低温。

实验复习的进阶目标为复杂实验系统的分析，突破契机在于在复杂系统分析时为自

身提供必要支架。同学们面对陌生复杂体系时有一定难度，需要在平时培养多层级多角

度分析反应体系的能力，才能深入分析陌生体系中的物质的性质、物质的转化、转化的竞

争、化学反应的原理等多方面交叉问题。而在建构以上分析的观念中应特别重视自主概

括关联，形成真正的认知方式、角度及技巧。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实验复习是贯穿融合于

整个高三化学复习过程中的，同学们需要立足于对化学学科本质理解，自主回归教材，形

成较为完善的实验模型认知，自我建构适于自身学情的实验复习观。

化学学科的发展与实验息息相关，在北京高考中考生实验能力是考查重点。教学实践中，学生实验复习的主要问题

为：①只清楚探究各要素间的关联，但推理思维不严谨不系统，顾此失彼；②面对给定的思考角度，不能调用自身知识体

系，存在自主调用难问题；③面对完全陌生的情境，能够主动调用自身部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但思考无序，不够全面；④

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认识思维模型、多层级的认识角度；⑤对陌生且复杂的探究系统和给出的新原理、新方法的运用，

缺乏灵活认识与运用能力，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够明确。

实验题复习：回归教材 自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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