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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实验在帮助学生学好化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中化学新课程更加凸显了化学实验在化学教

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通过对课程标准与考试大纲进行解析,分析探

究性试题的主要特点,同时对近年来新型的探究性试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类研究并针对特定的题型进行分析,进而对相应题型的考试方法进行

了分析,并对探究性试题对教学的启示进行了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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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的高考之中,化学这门学科的试题往往是以实验题的模式来

考量学生的探究性知识的掌握情况。这一类试题主要检验学生在面对试题

内含的信息或材料时,其阅读与理解信息并与化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相结

合的能力,根据试题所阐述的科学研究的模式,针对性的提出假设性的构

想,并严谨地制定一套可行性的探究性实验,针对实验推理其可能的结果

并加以剖析,最终提交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要能够妥善解答这类探究

性试题,学生就必须掌握成体系的化学基本知识并能对化学实验有一个基

本的认识；对一系列的基础化学实验进行熟练的推导,进而掌握在特定条

件下制定化学实验的设计与分析的技能。对于高中学生而言,这类题目对

知识储备要求较高,有着很大的解题难度。探究性试题的材料来源十分之

广泛,既有来自于科研生产实践活动的实验案例,亦有来自于教学基础实

验改进案例,试题重点是考查学生的探究性能力而编写问题。探究性试题

的研究范围十分广阔,从物质的教材解释以及相应的制备方法,到相关的

实验装置与方案的设计推导,都是可以作为问题的取材之处。 

1 课标与考纲解读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实验探究明确提出：要了解

问题,设计、评价和优化实验方案,开展实验活动,收集实验现象、数据等

相关证据,根据证据进行分析推理,以及结论等环节中所需要的方法和策

略。知道如何控制实验设计和实验实施过程中相关变量,知道如何分析对

实验数据,能够分析错误的原因,初步形成定量研究的意识。认识比较、归

纳、分析、综合等方法在分析推理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运用

化学知识和实验方法开展综合项目研究的能力。关于实验技巧：掌握必要

的实验技能进行实验研究。掌握过滤、蒸馏、萃取、滴定的基本实验操作,

掌握酸度计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实验设备组装的基本原则和能力。关于

科学态度：形成尊重客观事实、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具备批判精神和创

新意识。 

与2018年相比,2019年化学考试大纲在第一部分的目标与要求变化不

大,侧重考生的思想、道德、科学和文化素质要求,指出“化学高考以能力

测试为主,以考生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和思维方法为基础,测试学生的化学

科学素养”。在考试题型中,可以提高考试题型的思维能力,更好地反映学

生的学习潜力、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科学素养。这一变化

也是为即将到来的2020年高考搭建了舞台。作为一个热门话题,探究性实

验问题是相对较固定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查学生对化学实验基本方

法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运用化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的能力,设计合作项目的

能力以及进行初步研究的能力。利用已知推断未知,测试学生的学业成绩,

考生必须灵活运用材料性质及制备、分离方法、才能对工业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作出合理的预测和解决。 

2 探究性试题的命题特点 

2.1创设情境及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当

前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新课程标准下

各省高考化学实验试题来看,大多以创设新情境为主题,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虽然大多数高考题都是以教材为基础,但在药物的

使用、仪器的开发、实验操作、实验过程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和创新,有

时对教材进行几组实验进行小组式考查。第二,侧重于实验创新的过程,

例如实验原理、实验条件、实验方法和过程的创新,以及探究问题的大

多数情况是社会生活、科学技术、资源、环境等热点问题。这意味着对

化学知识测试不仅应该是有“知识性”、“学术性”,而且应该是“社会

性”和“时代性”。 

近几年来,各省的化学高考,主要是考查探究性实验和材料制备实验。

这些探究性和制备性实验的问题是全面的,与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相关的,

其中一些还提供新的信息。这就要求考生必须冷静的审视问题,把所学的

知识和技能,类比知识、迁移知识、整理知识、综合思维、认真思考结合

起来,才能正确地回答问题。探究性实验题由于其创新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继续将成为高考的热门试题。 

2.2试题结构及分值 

近年来,在高考试卷中,探究性试题集中在26、27题,分数在30分左右,

下设4至6个小题,10个左右填空进行设计,以“拼盘”形式呈现,题目变化

多样,知识覆盖面广。 

3 高考真题分析 

例题：(2019全国Ⅰ卷)硫酸铁铵[NH4Fe(SO4)▪xH2O]是一种重要铁

盐。为充分利用资源,变废为宝,探究采用废铁屑来制备硫酸铁铵,具体

流程如下： 

    (1)步骤①的目的是去除废铁屑表面的油污,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_。 

(2)步骤②需要加热的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温度保持80~95℃,

采用的合适加热方式是_________________。铁屑中含有少量硫化物,反应

产生的气体需要净化处理,合适的装置为_________________(填标号)。 

(3)步骤③中选用足量的H2O2,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分批加入

H2O2,同时为了_________________,溶液要保持pH小于0.5。 

(4)步骤⑤的具体实验操作有______________,经干燥得到硫酸铁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