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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材课后习题：特点分析及使用建议
———以《物质及其变化》一章为例

宗　汉

（江苏省兴化市楚水实验学校，２２５７００）

摘　要：以《物质及其变化》一章为例，对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

中课后习题的特点进行分析，并给出课后习题的一些使用建议：合

理利用习题的层次性，适时加强习题的情境性，辩证看待习题的开

放性，充分发掘习题的人文性。

关键词：高中化学；教材课后习题；层次性；开放性；人文性

　　＊课后习题是高中化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高中化学教学过程中学习、实践活动

的载体。［１］人 教 版 高 中 化 学 教 材 中 的 课 后 习

题一般包括每一节后的“练习与应用”和章末

的“复习与提高”（章末还有“整理与提升”，但

不是习题形 式）。本 文 以 人 教 版 高 中 化 学 必

修第一册《物 质 及 其 变 化》一 章 为 例，对 教 材

中课后习 题 的 特 点 进 行 分 析，并 给 出 课 后 习

题的一些使用建议。

一、课后习题的特点分析

《普 通 高 中 化 学 课 程 标 准（２０１７年 版

２０２０年修订）》关于习题有如下要求：“习题设

计应具有针 对 性 与 层 次 性，发 挥 习 题 在 学 生

概念建构、知识迁移、问题解决等多方面的作

用。习题设 计 应 具 有 情 境 性，应 以 学 生 已 有

经验为基础，创设合理生动的问题情境，提高

学生 运 用 化 学 知 识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习

题应 具 有 开 放 性，鼓 励 学 生 从 不 同 角 度 分 析

和解 决 问 题，培 养 学 生 的 发 散 思 维 和 创 新 精

神。”［２］人 教 版 高 中 化 学 教 材 紧 扣 这 些 要 求，

对课 后 习 题 做 了 精 心 的 编 排 设 计，呈 现 出 层

次性、情境性、开放性和人文性的特点。

（一）层次性

习题的层次性是指，合理把握习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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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学生能 力 形 成 与 发 展 的 进 阶 性，体 现 对

不同学业水平学生的合理关照。以下两题很

好地体现了习题的层次性。

例１　（第一节“练习与应用”第８题）许

多食品包装 袋 中 常 有 一 个 小 纸 袋，内 盛 有 白

色固体物质，标有“干燥剂”字样，其主要成分

是生石灰。

（１）写出生石灰的化学式。生石灰属于

哪一类别的物质？

（２）生石灰为什么可用作干燥剂（用化学

方程式表示）？

（３）生石灰可以与哪些类别的物质发生

化学反应？请 列 举 两 例，并 写 出 反 应 的 化 学

方程式。

（４）在你学过的物质中，还有哪些物质可

用作干燥剂？

例２　（第二节“练习与应用”第１０题）牙

膏是常见的日用化学品。

（１）表１列出了两种牙膏中的摩擦剂，请

写出它们 所 属 的 物 质 类 别（填“酸”“碱”“盐”

或“氧化物”）。

表１　牙膏中摩擦剂所属的物质类别

摩擦剂 碳酸钙 二氧化硅

物质类别

　　（２）请根据用途推测并说明二氧化硅在

水中的溶解性（“易溶”或“难溶”）。

（３）牙膏中的摩擦剂碳酸钙可以用石灰

石来制备。

① 甲同学设计了一种在实验室中制备碳

酸钙的实验 方 案（如 图１所 示），请 写 出 下 述

方案中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图１

② 乙同学设计的实验方案如图２所 示。

乙同 学 的 实 验 方 案 与 甲 同 学 的 相 比，有 哪 些

优点？请写出乙同学的方案中有关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

图２

这两道习 题 有 如 下 的 共 同 特 点：一 是 以

学生熟 悉 的 化 学 品 为 习 题 背 景，如 例１中 的

“干燥剂”和 例２中 的“牙 膏”；二 是 难 度 由 易

入难，由 简 单 至 复 杂，比 如 在 例１中，先 分 析

生石 灰 的 物 质 类 别，再 研 究 生 石 灰 的 干 燥 原

理，最 后 就 生 石 灰 的 化 学 性 质 和 干 燥 剂 的 种

类做重点考查。这样的设计具有层次性和针

对性，能引导学生逐步解决问题，同时让不同

水平的学生在适合自己的问题解决过程中获

得成功经验。

（二）情境性

习题的情 境 性 是 指，习 题 不 仅 要 尽 可 能

地结合学生经验，为学生创设轻松、愉悦的学

习氛围，激发其探究知识的欲望，更要强调情

境的 真 实 性，强 调 情 境 与 化 学 学 科 问 题 的 深

度融合。

例３　（第二节“练习与应用”第９题）某

兴趣小组的同学向一定体积的Ｂａ（ＯＨ）２溶液

中逐 滴 加 入 稀 硫 酸，并 测 得 混 合 溶 液 的 导 电

能力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１）写出Ｂａ（ＯＨ）２溶液与稀硫酸反应的

离子方程式。

（２）该小组的同学关于图３的下列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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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确的是　　　　（填序号）。

①ＡＢ段溶 液 的 导 电 能 力 不 断 减 弱，说

明生成的ＢａＳＯ４不是电解质。

②Ｂ处 溶 液 的 导 电 能 力 约 为０，说 明 溶

液中几乎没有自由移动的离子。

③ＢＣ段 溶 液 的 导 电 能 力 不 断 增 大，主

要是 由 于 过 量 的 Ｂａ（ＯＨ）２ 电 离 出 的 离 子

导电。

④ａ时 刻Ｂａ（ＯＨ）２溶 液 与 稀 硫 酸 恰 好

完全中和。

这道习题以学生熟悉的酸碱中和反应实

验为知识背 景，以 反 应 过 程 中 混 合 溶 液 的 导

电能力变化 为 探 究 目 标，并 以 图 示 形 式 充 分

展示了情 境 的 真 实 性 和 过 程 性。与 此 同 时，

本题还在合 理 生 动 的 情 境 中 衍 生 问 题，如 电

解质的判断、导电能力的影响因素、反应的连

续性等。这样的设计要求学生综合运用物理

等跨学科知 识 来 解 决 复 杂、陌 生 情 境 下 的 化

学问题。

（三）开放性

习题的开放性是指，习题具有发散性、探

究性和创造性。问题的解决方法（途径）可以

是开放的，不 同 的 学 生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解 决 方

法，同一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法。同时，结

论可以是开放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见解。

例４　（第三节“练习与应用”第１３题）阅

读本节“科 学 史 话”，利 用 图 或 表 简 要 表 示 氧

化反应、还 原 反 应、氧 化 还 原 反 应 概 念 的 发

展。从中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例５　（第三节“练习与应用”第１题）实

验室制取Ｏ２有多种方法，写出制取Ｏ２的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

（１）以双氧 水 为 原 料 制 取 Ｏ２：　　　　

　　　　　　　　　；

（２）以氯酸 钾 为 原 料 制 取 Ｏ２：　　　　

　　　　　　　　　；

（３）以高锰 酸 钾 为 原 料 制 取 Ｏ２：　　　

　　　　　　　　　。

从反应类 型 来 看，上 述 三 个 反 应 的 共 同

特点是　　　　　　　。

例６　（第一节“练习与应用”第７题）采

用不 同 方 法 制 取 下 列 物 质，并 写 出 反 应 的 化

学方程式。

（１）以 Ｆｅ、ＣｕＯ、Ｈ２ＳＯ４三 种 物 质 为 原

料，用两种方法制取Ｃｕ。

（２）用三种方法制取 ＭｇＣｌ２。

这三道习题体现的开放性各有侧重。例

４侧重结论（答案）的开放性，例５和例６则偏

向方法（途径）的开放性。习题设计可以在方

法、结论两个方面把控开放性程度，使得不同

层次的学生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提出合理的

解题 方 案，通 过 交 流 讨 论 激 发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性，培养 学 生 思 维 的 开 阔 性、灵 活 性、创 造

性和 批 判 性，并 提 高 学 生 创 新 性 地 解 决 问 题

的能力。

（四）人文性

习题的人 文 性 是 指，习 题 选 择 的 素 材 可

以是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 和 人 文 精 神 的，也 可 以 是 传 承 和 弘 扬 工

匠精神和技术创新思想的。

例７　（“复习与提高”第３题）我 国 四 大

发明 之 一 的 黑 火 药 是 由 硫 黄 粉、硝 酸 钾 和 木

炭粉按 一 定 比 例 混 合 而 成 的，爆炸时的反应

为：Ｓ＋２ＫＮＯ３ ===＋３Ｃ Ｋ２Ｓ＋Ｎ２↑＋３ＣＯ２↑。

在该反 应 中，还 原 剂 是　　　　（填 化 学 式，

下同），氧化剂是　　　　。

例８　（“复习与提高”第５题）在 明 代 宋

应星所著的《天 工 开 物》中，有 关 于 火 法 炼 锌

的工 艺 记 载：“每 炉 甘 石 十 斤，装 载 入 一 泥 罐

内，……然 后 逐 层 用 煤 炭 饼 垫 盛，其 底 铺 薪，

发火煅红，罐 中 炉 甘 石 熔 化 成 团。冷 定 毁 罐

取出。……即 倭 铅 也。……以 其 似 铅 而 性

猛，故 名 之 曰‘倭’云。”（注：炉 甘 石 的 主 要 成

分是碳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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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请完成上述火法炼锌的化学方程式：

ＺｎＣＯ３＋　　　　===
高温
　　　　＋　　　　

ＣＯ↑。

（２）在该反应中，还原剂是　　　　（填

化学式，下同），被还原的是　　　　。

例９　（“复习与提高”第１０题）在西汉刘

安组织编撰的《淮南万毕术》中，有“曾青得铁

则化为铜”的记载。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期，我

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现铁能从某些含铜（＋２

价）化合物的溶液中置换出铜，这个反应是现

代湿法冶金的基础。下列关于该反应的说法

中，不正确
���

的是（　　）。

Ａ．该 反 应 说 明 铁 的 金 属 活 动 性 比 铜

的强

Ｂ．该 反 应 的 离 子 方 程 式 为：Ｆｅ＋Ｃｕ

===

２＋

Ｆｅ２＋＋Ｃｕ

Ｃ．该反应属于氧化还原反应，反应中铁

被氧化

Ｄ．该反应 说 明 金 属 单 质 都 能 与 盐 发 生

反应

这三道习题都是对氧化还原反应相关概

念的考查，都 体 现 出 知 识 背 后 的 学 科 价 值 和

社会价值。

二、课后习题的使用建议

（一）合理利用习题的层次性

教师在 使 用 课 后 习 题 时，要 注 意“教—

学—评”一致性，应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

知水平，做到因材施教。

比如，对 于 知 识 点 的 掌 握 不 够 牢 固、思

维逻辑能力较弱的学 生，可 以 选 择 完 成 课 后

习题的“练 习”和“复 习”，以 便 夯 实 基 础，拾

级而上，确 保 吃 得“饱”；而 对 于 理 解 能 力 和

逻辑分析能力较强的 学 生，可 以 选 择 完 成 课

后习题 的“应 用”和“提 高”，以 便 形 成 新、旧

知识的 融 合、理 解 和 迁 移，从 而 提 升 实 际 问

题解决的能力，确保 吃 得“好”。这 样 针 对 不

同学生布置不同层次 的 作 业，既 尊 重 了 每 一

位学生的认知规律和 发 展 规 律，又 能 让 每 一

位 学 生 的 化 学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发展。

（二）适时加强习题的情境性

在使用课 后 习 题 时，教 师 还 可 以 对 习 题

的情 境 进 行“二 次 开 发”，以 加 强 习 题 的 情

境性。

比如，对于例３，教 师 可 以 引 导 学 生 先 进

行数字化实验，其后及时导出向０．１ｍｏｌ·Ｌ－１

Ｂａ（ＯＨ）２溶 液 中 滴 加０．１ｍｏｌ·Ｌ－１硫 酸 的

过程中电 导 率 的 变 化 曲 线 图（如 图４）［３］，然

后要求学生描述宏观 的 实 验 观 象，并 综 合 运

用物理、化学等学科知 识 解 释 电 导 率 变 化 曲

线中“点—线—面”的 微 观 意 蕴，最 后 用 离 子

方程式 来 表 征 整 个 离 子 反 应 的 实 质。这 样

的调整，可 以 将 原 先 的 课 后 习 题 由“静 态 文

本”转为“动 态 文 本”，增 加 了 化 学 情 境 的 真

实性和实践性，并由情 境 自 然 衍 生 出 很 多 有

价值的问题，让师生由 此 不 断 地 进 行“探”和

“究”。这样的处理，不仅 能 够 激 发 学 生 科 学

探究的欲望，而且可以 提 升 学 生 的 问 题 解 决

能力。

图４

（三）辩证看待习题的开放性

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课后习题增加了一

定数 量 的 开 放 性 习 题，其 目 的 是 帮 助 学 生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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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多 侧 面、多 层 次 地 思 考 问 题，以 此 全 面

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４］

比如，例６的第（２）问（用三种方法制取

ＭｇＣｌ２）开放性强，其原因是题目“隐 藏”了 有

关镁 元 素 对 应 的 化 学 物 质。要 解 决 此 类 问

题，学生必 须 具 备 较 好 的 元 素 化 合 物 的 知 识

基础，同时 还 要 将 相 关 化 学 知 识 结 构 化。因

此，在讲解该习题时，教师可以借助镁元素的

“价—类”二 维 图，引 导 学 生 对 ＭｇＣｌ２的 制 取

方案进行分析、推理和整合，从中梳理出制取

ＭｇＣｌ２的 三 条 途 径 和 方 法：① Ｍｇ

===

＋２ＨＣｌ

ＭｇＣｌ２＋Ｈ２↑；② Ｍｇ ===Ｏ＋２ＨＣｌ

ＭｇＣｌ２＋Ｈ２Ｏ；③ Ｍｇ（ＯＨ）２ ===＋２ＨＣｌ

ＭｇＣｌ２＋２Ｈ２Ｏ。

当然，教师 也 要 注 意 习 题 的 开 放 性 与 学

生的知 识、能 力、心 理 实 际 相 一 致，以 防 开 放

性过早、过多、过强给课后习题的使用带来一

定程度的负面影响。［５］

（四）充分发掘习题的人文性

在使用课 后 习 题 时，教 师 要 充 分 挖 掘 隐

形的德育素 材，加 强 对 学 生 进 行 民 族 的 认 同

感和使命责任教育。

比 如，例８以“我 国‘火 法 炼 锌 工 艺’”

为 人 文 素 材，着 重 介 绍 火 法 炼 锌 的 冶 炼 过

程，并 将 氧 化 还 原 反 应 相 关 知 识 的 考 查 融

入 其 中。此 题 呈 现 出 化 学 学 科 内 容 与 科 技

的 高 度 融 合，体 现 出 传 承 和 弘 扬 科 学 技 术

创 新 思 想 和 方 法。在 讲 解 该 习 题 时，教 师

可 以 引 导 学 生 阅 读 并 理 解 经 典 文 献 中 蕴 含

的 化 学 反 应 原 理，并 以 此 来 分 析 和 解 决 问

题。如 从 经 典 文 献 中 可 以 推 理 出 未 知 的 反

应 物 和 生 成 物：据“逐 层 用 煤 炭 饼 垫 盛”，可

分 析 出 火 法 炼 锌 的 原 料 之 一 为 Ｃ（煤 炭）；

同 理，据“以 其 似 铅 而 性 猛，故 名 之 曰‘倭’

云”，可 推 知 火 法 炼 锌 的 另 一 生 成 物 为

ＺｎＯ。此 外，本 题 文 献 中 还 提 及“炉 甘 石

（炉 甘 石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碳 酸 锌）十 斤”。这

一 定 量 数 据 的 呈 现，很 好 地 佐 证 了 我 国 明

代 科 技 工 作 者 已 经 非 常 注 重 定 量 与 定 性 相

结 合 的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总之，在使用课后习题时，教师可选用与

化学学科相关的人文、科技、历史文化等素材

进行 教 学，让 学 生 在 问 题 解 决 的 过 程 中 感 知

我国化学研究（科学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作

出的 重 要 贡 献，以 此 进 一 步 彰 显 中 国 文 化 自

信和科技自信，厚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充

分实现文 化 育 人 的 价 值 功 能。同 时，教 师 还

可以 借 鉴 异 域 文 化 的 优 秀 成 分，来 进 一 步 拓

宽学 生 的 国 际 视 野，引 导 学 生 关 注 人 类 命 运

共同 体，涵 养 学 生 具 有 共 同 创 造 人 类 美 好 未

来的情怀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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