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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学科本质 抓住学科主干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韩建丰

化化学学

在高三一轮复习阶段，化学学科的学习重点为全面提升基础，夯实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建构结构化知识体

系。建构结构化知识体系要求从“知识关联建构”“认知思路建构”“核心观念建构”三个方面展开，这需要同学们具

有化学学习的整体思路，理解学科本质，抓住学科主干。化学的学科本质为“从微观层次认识物质，以符号形式描述

物质，在不同层面创造物质”，学科主干为“认识和创造物质”。同学们在一轮复习的每个阶段，都应在整体思路视域

下理解知识本质，明确试题考查方向。

一、理解学科本质

电性模型是指向学科本质、认知物质性质及其转化
的重要内容，在微观层次普遍成立。电性模型具体指“因
元素电负性（χ）不同造成共用电子对偏移（还有电子诱导
效应、共轭效应等），对分子中原子的电性产生影响，呈现
正电性 δ+或负电性 δ-。”在有机化学中，断键或成键都与
其有关（亲核反应、亲电反应），正、负电点位是常见反应
场所。

结合相关试题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建构并
应用电性模型，如下题所示。

【例1】 连四硫酸钠（Na2S4O6）是分析化学中常用的碘
量法（Na2S2O3可被I2氧化为Na2S4O6）的产物，可用作延长
血液凝结时间或是用于生物酶、肽键的修复等。结合碘量
法（2Na2S2O3+I2=Na2S4O6+2NaI）与相关化学知识，分析连
四硫酸根离子的结构。

【分析】 首先，要从物质结构的角度分析 S4O6
2-的结

构，判断是a还是b，如图1所示。

图1
接着，要进一步探析S2O3

2-与 I2的反应。同学们可以
将该反应分为两步基元反应。

第一步：S2O3
2-中端位S原子和O原子均带有一个单

位负电荷，依据原子半径r(O)＜r(S)，可判断电负性χ(O)＞
χ(S)，得出端位S相对于端位O，原子在面对I原子时具有
更强的配位能力（更容易提供孤电子对），即具有比O原子
更强的亲核性。因此，第一步反应为S2O3

2-中端位S原子
发生亲核进攻。可得出结论：S2O3

2-中端位带负电荷的S原
子作亲核试剂，I2作为亲电试剂，两者发生基元反应，如图
2所示。

图2
第二步：中间产物 S2IO3

-中的 I 原子因体积大，是易
离去基团，可再被S2O3

2-中的S端亲核进攻而取代，如图3
所示。

图3

最终得出结论：结构a为连四硫酸根的分子结构。
电性模型从微观粒子结构分析出发，明确化学键断裂

与成键的位点，理解物质性质及转化的本质、产物的预测
等。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两大部分的学习中都具有统摄
地位。

二、抓住学科主干

应用价-类二维角度分析并预测物质性质是《普通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对元素无
机化合物的教学建议，是被广泛认可和应用的认知某类
元素及其化合物的重要思维路径，也是化学的重要学科
主干。

面对复杂、陌生的含硫化合物，仅从氧化还原和物质
类别角度思考问题是不够的。“物质结构与性质”能够助力
同学们对陌生物质进行较为科学的微观探析，而“融入结
构角度的分析”也能丰富价（氧化还原角度）、类（物质类别
通性角度）模型，使同学们建构起更加严谨求实、崇尚真
理、勇于探究的无机物新化学观念和思维模型。

以对焦亚硫酸钠（Na2S2O5）、过硫酸钾（K2S2O8）等陌生
含硫化合物的价-类-构三维角度分析为例，同学们可以
结合以下结构图进行思考。

【例2】 过二硫酸铵(NH4)2S2O8具有强氧化性，可采取
电解法进行制备，如下图所示。

（1）生成S2O8
2-的电极反应式是 。

（2）取电解后的b极室溶液少许于甲、乙两支试管中，

进行下列实验：向甲试管中滴入酸化的KI和淀粉溶液并
微热，溶液变蓝。说明过二硫酸铵具有什么性质？

（3）向乙试管中滴入酸化的 MnSO4 溶液及 1 滴硝酸
银溶液（催化剂）并微热，溶液变紫色。该现象的离子方
程式为 。

【分析】 因为过二硫酸根具有极强氧化性，故需要
较强的氧化还原手段，即电解法才能有效制取，根据电
化学原理得出：2SO4

2--2e-=S2O8
2-。依据现象判断生成

了 碘 单 质（氧 化 产 物），故 过 二 硫 酸 铵 有 氧 化 性 。
2Mn2 ++ 5S2O8

2-+ 8H2O=2MnO4
-+ 10SO4

2-+ 16H +（条 件 ：
Ag+、微热），反应发生，可知一定条件下过二硫酸根氧化
性大于高锰酸根。

三、理解本质推动学习

首先，规范的化学用语是理解学科本质并推动学习优
化的最好素材。同学们可以结合以下例题进行思考。

【例3】 关于 SO2 与 Na2CO3 的反应，能否可以写成
CO3

2-+ SO2=CO2 + SO3
2- 和 2HCO3

-+ SO2=2CO2 + SO3
2-+

H2O呢？
【分析】 同学们只有从反应本质出发去理解“强酸制

弱酸”才能正确作答。通过 pKa（pKa=-lgKa）资料可知，
H2SO3：pKa1 =1.81，pKa2=6.97；H2CO3：pKa1=6.36，pKa2=
10.25 。故生成CO2，就必须有HSO3

-生成（碳酸制取亚硫
酸氢根），即CO3

2- + H2O+2SO2 = CO2 + 2HSO3
-。由此，

迁移教材中出现过的苯酚钠溶液通入二氧化碳、次氯酸
钠溶液通入二氧化碳的离子反应来书写事实，即可从反
应本质出发，进行理解性记忆与应用。

知识关联、认知思路和核心观念建构是理解学科本
质的关键。例如，在复习 Na 及其化合物时，其所涉及的
基础知识很多，我们应如何进行知识关联呢？同学们可
以从“工艺流程”进行整体思考，如海水粗盐精制（关联离
子反应、沉淀溶解平衡、硫酸钡提前过滤问题）、饱和食盐
水的氯碱工业（关联电化学基础知识）、电解熔融氯化钠
（关联金属冶炼）、海水中提取Mg（关联无水挥发性酸根
易水解盐的获取、海带中提取I2的实验基本操作、海水中
提取Br2的富集方法）、铝土矿获取Al的酸溶和碱溶路径
（关联Al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侯氏制碱法和索尔维制碱
法的本质区别等。

同样，还有 Fe 及其化合物的复习，其所涉及的核心
概念也非常多，我们应如何进行思维建构呢？同学们可
以结合“探究实验”进行整体思考，如氢氧化亚铁的制备
探究实验（灰绿色沉淀出现的附着问题、共沉问题及其制
备改进）、高铁酸钠的制备及性质探究（氧化性、还原性的
影响因素，电极电势或半反应与环境的分析、产品制备问
题、性质探究问题）、碳酸亚铁的制备及性质探究（金属碳
酸盐的制备思路、制备条件的选取探究等）、二价铁与三
价铁的转化与除杂（氧化问题、多离子除杂的调控pH问
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