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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安徽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纲要 

化    学 

 

一、编写说明 

本纲要是依据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

简称《化学课标》）的内容和要求，结合我省初中化学教学实际制定的。 

“重视基础、突出探究、联系实际、促进发展”是初中化学学业水平考试命

题的基本思路。根据这一思路，化学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命题必须遵循《化学课标》的要求。考查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目标时所用到的知识与技能仅限于本纲要“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知识与技能

”所列范围内；命题时要关注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最基础的化学知识与核心观

念，重视考查学生的化学实验与探究能力，试题内涵应体现《化学课标》在情感

·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要求。不过分追求知识点的覆盖面，不苛求知识的细节，

不拘泥于概念的准确辨析。 

命题时凸显义务教育阶段化学学习必须掌握的核心观念，如元素观、物质的

微粒观、物质的分类观、物质的化学变化观以及学科价值观等，关注学生化学基

本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水平。注重在具体情境中考查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减少记忆性试题，增加开放性试题。突出学科特点，注重对以实验为核心的科

学探究能力的考查，一定要让平时经常亲身经历和体验科学探究活动的学生在应

考时表现出他们的长处。突出化学与生活、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密切联系，从日常

生活的常见现象中选择试题素材，体现从生活走进化学，从化学走进社会的基本

理念。引导学生主动关心人类面临的与化学有关的重大社会问题，体现化学教育

的人文价值。 

二、考试性质与目标 

初中化学学业水平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目的是全面、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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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初中毕业生在化学学习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化学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既是衡量

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高一级学校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       

化学学业水平考试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突

出基础性、启蒙性、发展性，考查学生学习和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最基础的化学知

识和技能。考查学生观察、描述与解释简单化学现象的能力，初步学会运用所学

的知识从化学视角对有关物质的性质、变化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化学用语的

识别与运用能力，简单化学问题的探究能力。引导学生认识化学在促进社会发展

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未来

公民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试以《化学课标》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为依据，重点考查最基础的化学

知识和技能、基本的方法和价值观，学生对化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相互关系的

理解，以及学生运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  

(一)知识与技能  

根据《化学课标》的要求，初中化学学业水平考试在知识与技能维度上的考

查内容包括“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的化学反应”和“化

学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这些知识和技能为学生将来继续学习化学和进入现代

社会生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三维目标中，知识与技能既是评价的重要内容，

也是评价过程与方法、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载体。   

试题应规避纯技能、技巧方面的内容，弱化单纯的计算技能的考查。注重对

义务教育阶段化学核心观念的考查，重点考查身边的化学物质；注重社会生活及

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以及运用这些概念

和原理在实际情境中分析、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注重考查学生的信息处理、分

析和加工能力；注重考查学生基本的化学实验技能和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验设计能

力。  

有关知识与技能的考查目标要求列表如下： 

一级

主题 

二级

主题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地 空气的主要成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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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边 

 

的 

 

化 

 

学 

 

物 

 

质 

 

球 

周 

围 

的 

空 

气 

空气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 B 

氧气的主要性质和用途 

 

 

C 

氧气能跟许多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C 

二氧化碳的主要性质和用途 C 

实验室制取氧气 C/B* 

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 C/B* 

自然界中的氧循环和碳循环 B 

水 

与 

常 

见 

的 

溶 

液 

水的组成 B 

硬水与软水的区别 A 

吸附、沉降、过滤和蒸馏等净化水的常用方法 B 

溶解现象 B 

几种常见的溶剂（水、酒精、汽油等） A 

饱和溶液的含义 B 

溶解度的含义 B 

溶质质量分数的简单计算 C 

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B/B* 

结晶现象 A 

乳化现象 A 

金 

属 

与 

金 

属 

矿 

物 

金属的物理特征 B 

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B 

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性质 B 

防止金属锈蚀的简单方法 B 

常见金属（铁、铝等）矿物 A 

用铁矿石炼铁的方法 B 

生铁和钢及其他常见的合金 B 

废弃金属对环境的污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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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金属的重要性 A 

生 

活 

中 

常 

见 

的 

化 

合 

物 

常见酸（盐酸、硫酸）的主要性质和用途 C 

常见碱（氢氧化钠、氢氧化钙）的主要性质和用途 C 

酸碱的腐蚀性 A 

稀释常见的酸碱溶液 B/A* 

酸碱指示剂的使用 B/A* 

pH试纸检测溶液的酸碱性 B/B* 

酸碱性对人体健康和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A 

食盐、纯碱、小苏打、碳酸钙等盐的主要性质及在日常生活

中的用途 
B 

常用化肥（氮肥、磷肥、钾肥）的名称和作用 A 

常见的有机物（甲烷、乙醇） A 

有机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B 

物 

质 

构 

成 

的 

奥 

秘 

化学

物质

的多

样性 

物质的三态及其转化 B 

氧化物的组成特点 B 

区分纯净物和混合物 C 

区分单质和化合物 C 

区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 C 

无机化合物的简单分类 A 

物质的多样性 B 

微粒

构成

物质 

物质的微粒性 B 

分子、原子、离子等都是构成物质的微粒 A 

能用微粒的观点解释某些常见的现象 C 

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 A 

原子可以结合成分子 A 

同一元素的原子和离子可以互相转化 A 

核外电子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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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化学

元素 

氢、碳、氧、氮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常见元素 B 

一些常见元素的名称和符号 A 

元素的简单分类 A 

能根据原子序数在元素同期表中找到指定的元素 A 

物质

组成

的表

示 

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A 

用化学式表示常见物质的组成 B 

利用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分子质量进行物质组成的简单计算 C 

某些商品标签上标示的组成元素及其含量 B 

物 

质 

的 

化 

学 

变 

化 

化学

变化

的基

本特

征 

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 B 

化学反应的本质 B 

通过化学变化实现能量转化的重要性 B 

催化剂对化学反应的重要作用 
A 

认识

几种

化学

反应 

化合反应、分解反应、置换反应和复分解反应（特点、判断

反应类型、解释相关现象） 
C 

金属活动性顺序（顺序表、判断置换反应、解释相关现象） C 

利用化学变化获得新物质，以适应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A 

质量

守恒

定律 

质量守恒定律 C 

书写简单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C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过量、多步、无具体数据等复

杂计算不要求） 
C 

定量研究在化学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B 

化 

学 

与 

化学

与能

源和

资源

的利

燃料、完全燃烧的重要性 B 

使用氢气、天然气（或沼气）、石油液化气、酒精、汽油和

煤等燃料对环境的影响 
B 

燃烧、缓慢氧化和爆炸的条件 B 

防火灭火、防范爆炸的措施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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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发 

展 

用 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意识 B 

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是重要的自然资源 A 

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A 

石油的组成和石油加工的主要产物 A 

资源综合利用和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意义 A 

常见

的化

学合

成材

料 

常见的合成纤维、塑料、合成橡胶及其应用 A 

使用合成材料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B 

新材料的开发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A 

化学

物质

与健

康 

元素（如钙、铁、锌等）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A 

对人类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物（如葡萄糖、淀粉、

油脂、蛋白质、维生素等） 
A 

某些物质（如一氧化碳、甲醛、黄曲霉素等）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 
A 

化学科学的发展在帮助人类战胜疾病与营养保健方面的重大

贡献 
A 

保护

好我

们的

环境 

“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处理的必要性以及处理的一

般原则 
B 

典型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的来源及危害 B 

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B 

化学在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B 

 注：加*号的考试要求属于技能性学习目标 

关于认知性学习目标水平的说明：       

A：了解水平。该层次学习水平的特征是对知识的再认或回忆，即能够记住所

学知识的要点，说出它们的大意，描述它们的基本特征；能够在试题所提供的材

料中辨认出它们，能够举出同类事物的例子。如：记住所学过的重要化学概念、

原理、定律、规律；知道重要的化学史实；说出重要物质的名称、组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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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制取方法；知道化学与人类生活、自然环境、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的关系

；能说出常用实验仪器的名称、用途、使用方法等。在考查该层次的学习目标时

，所有材料都是在教学中出现过的。常用的行为动词有“知道”“记住”“说出

”“列举”“找到”等。       

B：理解水平。该层次学习水平的特征是能够初步理解学习材料的意义。如认

识一些化学现象的意义；了解常见化学反应的条件；了解物质的组成、性质、用

途及制取方法之间的联系；能够看懂图示、图表、图像的意义；能从化学的视角

去认识科学、技术、社会、环境方面的有关问题。了解化学制品对人类生活的影

响；能用正确的化学用语表示物质的组成、结构、变化。常用的行为动词有“认

识”“了解”“看懂”“识别”“能表示”“懂得”等。 

C：应用水平。该层次学习水平的特征是能够较深入地理解知识的内在逻辑联

系，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如能对所学的重要化学概念、原理、定律、规律的

本质进行说明；能够从组成或结构的角度对有关物质进行区分；能对一些化学现

象进行解释；能够运用所学化学知识对一些化学过程进行推断，能够解释化学实

验的过程、方法、条件及实验原理；能够判断实验现象或解释所得实验数据的意

义。常用的行为动词有“理解”“解释”“说明”“区分”“判断”“简单计算

”等。      

关于技能性学习目标的说明如下： 

A*：模仿水平——初步学习，如分离混合物、制取气体等。 

B*：独立操作水平——初步学会，如取用药品、加热、选择仪器、连接仪器

、配制溶液、检验物质等。 

(二)过程与方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       

1．认识科学探究的意义和基本过程，能进行简单的探究活动，增进对科学探

究的体验。《化学课标》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中的科学探究，是

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化学知识、认识和解决化学问题的重要实践活动”。命题时

应在注重考查学生认知性学习目标的同时，注重考查学生科学探究能力，以《化

学课标》提出的科学探究能力的8个要素（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划、进

行实验、收集证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为着眼点，侧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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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一是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如提出问题，探究并明确问题的本质

，查阅并收集资料、证据，调查研究等；二是从事探究的能力，如制订计划、提

出假设、建立模型、设计实验，以及比较差异、分类概括、推测、分析评价等；

三是表达和交流的能力，如提问、讨论、解释数据、制作图表以及描述、交流等

。  

2．能用变化与联系的观点分析化学现象，说明并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考查学生化学学科的核心观念、科学方法和问题解决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达成主要落实在平时的教学中，有些目标很难用

纸笔测验来考查，为了突出此类目标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重要性，初中化学学业

水平考试的纸笔测验中将主要渗透以下目标。 

1．科学的物质观，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化学变化过程中

元素不变”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逐步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观念。 

2．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初步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

识。 

3．增强安全意识，逐步树立珍惜资源、爱护环境、合理使用化学物质的可持

续发展观念。  

4．勤于思考、敢于质疑、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科学品质。  

5．热爱祖国和家乡的情感。 

 四、例证性试题 

例1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下列诗句只涉及物理变化的是 

A．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B．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C．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D．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答案】C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特征，素材选自学生熟悉的古

诗词，一方面引导学生关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领会其中所蕴含的化学知识，另

一方面又能利用诗词中深厚的思想情感，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本题属于容易题。 

例 2 下列几种常见的饮料中，可能不含．．有机化合物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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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果汁           B．牛奶         C． 矿泉水         D．啤酒 

【答案】C 

【说明】本题以生活中常见的几种饮料创设问题情境，考查几种常见的有机

物（蛋白质、维生素、乙醇等），以及如何区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等内容。

要求考生能运用分类的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并通过了解饮料的组成，学会理性

选择饮品，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认知水平上，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所

学知识对比较熟悉、简单的具体情景进行分析和判断，建立起知识和实际问题之

间的直接对应性联系。 本题为应用层次，与《课程标准》和本纲要相关内容要求

保持一致。本题属于中等难度题。 

    本题对教学的导向在于应多选取学生身边的生活事例创设真实、生动的学习

情境，体现化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改变机械记忆的学习方式。 

例3 下列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A. 稀释浓硫酸 B．加热液体 C．点燃酒精灯 D．收集二氧化碳 

【答案】A 

【说明】本题采取图文结合的呈现方式，考查了浓硫酸的稀释、液体加热、

酒精灯使用和气体的收集等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本题属于容易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改变“重理论、轻实验，重书本知识、轻实验操作”

的教学倾向，教学时要多让学生动手实验，并着重介绍实验的原理和方法，以提

高学生的实验能力为宗旨。 

例4 近年，我国科学家首次拍摄到水分子团簇图像，模型如下图。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A. 氢氧两种元素只能组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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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团簇中的水分子不再运动 

C. 水蒸气冷凝成水，分子间隔减小 

D. 可燃冰和冰都是由水分子构成 

【答案】C 

【说明】元素观、物质的微粒观是化学学科的核心观念。本题以水分子团簇

为素材，将熟悉的水置于陌生的情境中，考查了元素与物质的关系、分子的性质

、物质的微粒性等知识。渗透了以微粒不断运动、微粒间存在间隔、物质的微观

构成等为主要内容的微粒观。本题属容易题。 

例5 据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人员利用钴及其氧化物成功研制一种新

型催化剂，将二氧化碳高效“清洁”地转化成液体燃料，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下

。有关该反应的说法正确的是 

 

A．反应前后原子总数减少         B．反应物和生成物中共有两种氧化物 

C．得到的液体燃料化学式是H2C2O  D．可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答案】D 

【说明】本题以化学反应的微观过程图示为信息载体，在考查对质量守恒定

律、氧化物概念、化学式、温室气体等知识的同时，重点考查了学生初步运用所

学的化学知识对有关物质组成、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化学用语的

识别和运用能力。本题属于中等难度题。 

本题以新科技创设问题情境，要求学生借助模型认知等方法表达和解决化学

问题，体现了在化学学习过程中，过程的体验和方法的掌握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6 下图为元素周期表的一部分（X元素信息不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碳的化学性质活泼 

B．X表示N2 

C．氧原子的质子数是8 

D．三种元素原子的核外电子数相同 

【答案】C 

【说明】本题以碳、氮、氧三种常见元素在周期表中相关的信息为情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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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能初步认识元素周期表与原子结构之间的联系，考查学生识别原子序数并

能根据原子序数判断元素、质子数、核外电子数以及元素的化学性质等相关知识，

同时考查了学生获取和加工信息的能力。本题属于容易题。 

例7 “食盐加碘”通常是在氯化钠中加入碘酸钾。右图

是氯化钠和碘酸钾的溶解度曲线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氯化钠易溶于水 

B．碘酸钾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C．20℃时不可能制得相同质量分数的碘酸钾溶液和氯

化钠溶液 

D．20℃时两者的饱和溶液，氯化钠的质量分数大 

【答案】C 

【说明】本题以学生熟悉的“加碘盐”为情境，给出了氯化钠和碘酸钾的溶

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变化的曲线，要求学生了解溶解度的概念，能看懂溶解度曲线

，认识质量分数与溶解度之间的关系，这与《化学课标》和本纲要的目标层次要

求是相吻合的。本题属于中等难度题。 

教师要注意把握好有关溶液教学的要求和难度，认识到题海战术、加班加点

的训练会导致学生思维定式的负面影响。 

例8 自行车作为常用的代步工具，既轻便灵活，又符

合环保要求，右图是一款自行车的示意图。 

（1）所标物质中，属于有机合成材料的是_______，

属于金属合金的是______，含有的金属元素是_______。 

（2）车架表面刷漆主要是为了防锈，其原理是

_______________；请再提出一条可延长自行车使用寿命的建议_____________。 

（3）当今自行车外形美观，材质轻便、牢固，除了代步，还可以作为健身工

具。由此你对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有何感想？_______________。 

【答案】 

（1）塑料或橡胶；钢或不锈钢；铁（铬、镍等）。 

（2）隔绝空气（或氧气）和水；不用时擦拭干净，停放在干燥通风处等（从

金属防腐的角度回答即可）。 

（3）化学材料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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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反应① 

稀盐酸 
氯化锌溶液 

反应②

草酸铵 

[(NH4)2C2O4] 

氯化铵溶液 

(NH4Cl) 

反应③ 

灼烧 草酸锌沉淀 

(ZnC2O4) 

高纯 

氧化锌 

【说明】本题以学生熟悉的自行车为载体，选材源于生活，兼顾全体考生的

认知经验。主要考查元素的表示、物质的分类、有机合成材料、合金、铁制品防

锈等知识，要求学生将知识内化为能力，对所给的信息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处理。

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化学物质，感受化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本题属于容易题。 

例9 高纯氧化锌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某研究小组设计如下流程制备高纯氧

化锌。 

 

 

（1）反应①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反应②的基本反应类型是                    。 

（3）反应②后进行的分离操作名称是          ，若得到的NH4Cl溶液有浑

浊，原因可能是（写出一种即可）                          。 

（4）反应③属于分解反应，除得到氧化锌外，还生成2种常见气体，其化学

式为       、      。 

【答案】 

（1）Zn +2HCl= ZnCl2 +H2↑ 

（2）复分解反应 

（3）过滤    滤纸破损（其他合理答案均给分） 

（4）CO2   CO 

【说明】本题是以高纯氧化锌经典制法——草酸锌灼烧法为情境设计的一道

工艺流程题。考查了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过滤操作在物质

分离中的用途、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等方面内容，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工艺流程，

将化学知识综合运用于实际生活和生产中。考查了学生用变化和联系的观点分析、

解决简单化学问题的能力。本题属于中等难度题。 

例 10 某研究小组发现：维 C 泡腾片（保

健食品，主要成分见图 1）溶于水中，有许

多气泡产生（如图 2）。该小组同学进行如下

探究。 

主要成分 

维生素 C（C6H8O6） 

碳 酸 氢 钠

（NaHCO3） 

柠檬酸（C6H8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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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一：该气体的成分。 

【猜想与假设】 

小华说：该气体可能含 CO2、O2、CO、H2、N2。 

小明说：不可能含 N2，原因是                       。 

小芳说：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不可能含 CO 和 H2 ，因为 H2 易燃易爆，

CO       。 

该小组同学认为：该气体可能含有 CO2、O2 中的一种或两种。 

【进行实验】 

实验编号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① 将该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② 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该气体中 带火星的木条没有复燃 

【得出结论】（1）由实验①可知，该气体中肯定含有             ，写出该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2）根据实验②        （填“能”或“不能”）确定该气体中不含氧气，理

由是                                                          。  

探究二：维 C泡腾片溶液的酸碱性。 

向维 C泡腾片溶液中滴加石蕊试液，溶液变红，说明溶液显       性。 

【答案】 

探究一：【猜想与假设】反应物中没有氮元素，由质量守恒定律可知不含 N2

（意思相近即可）；有毒      

【得出结论】（1）CO2 ； Ca(OH)2  + CO2= CaCO3↓ + H2O    

（2）不能；因为当氧气含量较低时带火星的木条也不能复燃   

探究二：酸 

【说明】本题以维 C 泡腾片为载体，围绕物质的检验、溶液的酸碱性展开探

究，体现了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主要考查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设计实验、

分析现象和数据、得出结论等探究能力，同时考查了质量守恒定律、CO2 的性质、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氧气的性质、酸碱指示剂等内容。题目不仅涉及了认识科学

探究的意义和基本过程，而且渗透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第（2）问对学生的思维有一定的挑战性，学生一般知道氧气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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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现在反过来进行设问，木条不复燃是否说明没有氧气呢？这对培养学生的求

异思维和创新思维，杜绝题海战术，有较好的导向作用。本题属于中等难度题。 

例11 实验室常用过氧化氢溶液和二氧化锰制氧气，回答下列问题： 

（1）二氧化锰在反应中的作用是             。 

（2）下列仪器中：①的名称是          ；组装O2发生装置时，应选择         

（填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3）研究显示：O2的体积分数大于36%时就可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因此，

O2验满时采用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的方法      （填“可靠”或“不可靠”）。

为了一瓶收集较纯净的O2，最好采用        集气法。 

【答案】 

（1）催化作用     

（2）漏斗    ②③⑤     

（3）不可靠    排水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了实验室用过氧化氢制氧气的反应原理（二氧化锰的

作用）、常见仪器的名称、组装发生装置、气体收集及验满的方法等，第（1）、（2）

小题主要落实了考纲中“实验室制取氧气”“氧气的主要性质和用途”，以及“能

根据实验目的选择实验药品和仪器，并能安全操作”等考查目标。第（3）小问要

求学生根据真实、科学的实验结果，对传统的氧气验满方法提出质疑，综合考查

了学生获取信息、应用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对引导教师在今后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杜绝题海战术等

有较好的示范作用。本题属于容易题。 

例12 某研究小组对自动充气气球（示意图如下）进行下

列探究。 

【查阅资料】该气球充气原理是：通过挤破气球内液体包

双孔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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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液体与白色粉末接触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实现气球自动充气。 

（1）为检验气体是二氧化碳，可选用            （填试剂名称）。 

探究一：液体包内溶液酸碱性的探究 

（2）室温时，用pH试纸测得溶液pH=3，则该溶液呈     性。 

探究二：白色粉末成分的探究 

【猜想与假设】甲同学认为是碳酸钙；乙同学认为是碳酸钠；丙同学认为是碳

酸氢钠。 

【设计并进行实验】 

（3）将少量白色粉末放入水中搅拌，固体全部溶解，说明甲同学

的猜想        （填“正确”或“不正确”）。 

（4）室温时，分别向盛有碳酸氢钠、碳酸钠和白色粉末样品的锥

形瓶中注入等体积、足量的10%盐酸（装置如右图），记录如下表。 

实验编号 
锥形瓶内物质 

最终得到CO2体积/mL 
物质 质量/g 

①  碳酸氢钠 0.10 V1 

②  碳酸钠 0.10 V2 

③  白色粉末 A V1 

实验①的化学方程式为                                      ； 

表中a＝        g；V1        V2（填“＞”、“＜”或“＝”）。 

【分析并得出结论】 

（5）如何从上表中获取证据并得出结论？                          。 

【答案】 

（1）澄清石灰水 

（2）酸 

（3）不正确 

（4）NaHCO3 + HCl=NaCl +H2O + CO2↑；0.10；＞ 

（5）根据表中产生CO2体积与锥形瓶内物质质量的关系，白色粉末与碳酸氢

钠相同，可得出白色粉末的成分为碳酸氢钠（其他合理答案均给分） 

【说明】本题以“自动充气气球”这一贴近学生生活的素材创设问题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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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查了二氧化碳气体的检验、溶液酸碱性与 pH 的关系、几种常见盐的性质、

根据化学式或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等知识。重点考查了以实验探究和证据推理

为核心的化学学科素养，即要求考生能依据探究目的设计并优化实验方案；能对

观察记录的实验信息进行加工并获得结论；能初步学会收集各种证据，对物质的

性质及其变化提出可能的假设；基于证据进行分析推理，证实或证伪假设；能解

释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关系，确定形成科学结论所需要的证据和寻找证据的途径。

第（5）问开放式的设计，突出体现了对“在科学探究中如何确定形成科学结论所

需要的证据和寻找证据的途径”“能对观察记录的实验信息进行加工并获得结论”

等科学探究能力进行考查的命题思想。本题属于中等难度题。 

例13  氨水和盐酸是常见的化学试剂，可将氨气（NH3）、氯化氢气体分别溶

于水制得。 

（1）工业上利用氮气和氢气反应制氨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不要求注明条件）。 

（2）小华为探究氨气溶于水是否发生化学反应，设计并完成如下实验（填写

表中空白）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及结论 

将浸有酚酞试液的滤纸干燥后，放入盛有干燥氨气的

集气瓶中 

无明显现象 

 

① ①                                            

 

② ②                   

（3）小明将滴有酚酞的稀氨水加热，观察到溶液红色变浅，其原因可能是 

              。 

（4）小芳将滴有石蕊的稀盐酸加热，溶液颜色无明显变化。进一步研究如下

：取稀盐酸分两份：①未经加热；②加热煮沸一段时间后冷却，分别中和等量的

氢氧化钠，消耗二者的质量：①＞②，则稀盐酸经加热煮沸后浓度        （填

“增大”、“减小”或“不变”）。 

【注意：答对第（5）小题奖励4分，化学试卷总分不超过60分。】 

（5）为除去氯化钠溶液中的碳酸钠，小林设计了如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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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上述方案           （填“合理”或“不合理”），请分析：                    

                                             。（如合理，说明原因；如不

合理，说明原因并设计改进方案。） 

【答案】 

（1）N2+ 3H2 = 2NH3  

（2）①向上述集气瓶中滤纸上滴入少量水（其他合理答案均给分） 

②滤纸变红，说明二者发生了反应 

（3）氨水受热分解，随温度升高氨气溶解度减小，氨水浓度降低（其他合理

答案均给分） 

（4）增大 

（5）不合理，根据上述实验，加热煮沸无法除去溶液A中混有的过量HCl。改

进方案：向含碳酸钠的氯化钠溶液中边逐滴加盐酸，边测定溶液pH，至溶液呈中

性即可。（其他合理答案均给分） 

【说明】本题选取中学化学常见的两种挥发性的酸和碱——盐酸和氨水为研

究对象，考查了正确书写简单化学方程式、化学变化的本质特征、气体溶解度、

酸碱中和反应、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关系等知识。问题设计采取螺旋式上升的方式，

循序渐进，对考生的思维水平要求逐步提高。如第（3）小题对于氨水加热后红色

变浅的实验事实时，需要考生一方面运用“气体溶解度随温度增大而减小（氨气

在水的溶解度于 100℃时为 0）”的已有知识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可利用前面探究

获取的结论：反应生成了新物质（NH3·H2O），推测可能由其发生分解所致，这一

问题的设计可借鉴SOLO分类评价的方法，结合考生不同的回答体现其思维水平。

第（4）小题对于同样是挥发性的盐酸(滴有石蕊)，试题给出了“加热后，溶液颜

色无明显变化”实验事实，这与考生的理论预期产生了认知冲突，也给考生提出

质疑并进一步探究创设了情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严谨求实的科学

态度。试题结合定量实验，立足于盐酸存在共沸的实验事实，要求考生通过对所

给信息中渗透的定量关系进行加工，并得出“稀盐酸经加热煮沸后浓度增大”的

冷却 

加热煮沸 加入足量盐酸 含碳酸钠的 

氯化钠溶液 
溶 液 氯化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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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体现试题在科学的物质观、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和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等

方面的教育价值。第（5）小题的设计，利用了初中“酸碱盐知识”与高中“物质

的分离和提纯”这一衔接性内容，针对教学中容易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即在利用

盐酸除去氯化钠中的碳酸根离子后如何进一步除去过量的盐酸这一问题情境，在

考查考生应用获得的新知识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考查了学生评价实验方案、设计

实验的能力。本题属于较难题。 

试题旨在引导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多为学生创造参与科学探究的机会，力争让每

个学生都亲身经历并熟悉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另外，试题在引导学生关注实验

事实，减少主观臆断；培养创新思维和批判意识；杜绝题海战术等方面起到一定

的示范作用。 

例14 非物质文化遗产“芜湖铁画”（镀金）含有金、铁（其他成分忽略不计

）。某同学取一定质量的铁画边角料，加入足量稀盐酸，充分反应后，放出0.3 g H2

，剩余固体的质量为0.1 g。 

（1）求样品中铁的质量。 

（2）求样品中金的质量分数。 

【答案】解：（1）设样品中铁的质量为x 

Fe+2HCl=FeCl2+H2↑ 

56     2 

x    0.3g 

56

x
 =

2

0.3g
   

解得x=8.4g 

（2）样品中金的质量分数=
0.1g

 8.4g+0.1g
×100%≈1.2% 

答：略。 

【说明】本题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芜湖铁画”为素材，重点考查根据

化学方程式进行简单计算，不涉及过量、多步和无具体数据的复杂计算，涉及化

学方程式的书写、金属活动性顺序、质量分数的计算等知识。属于中等难度题。 

本题意在引导学生在注重基本计算技能训练的同时，要善于把各种反应的原理、

规律应用于真实情境中，体现化学和生产、生活、实验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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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答的形式。试卷满分为 60分。与物理同场考试，考试时间

共 120分钟。 

试卷结构列表如下。 

项目 分值 

考试内容 

分布 

身边的化学物质 20 

物质构成的奥秘 12 

物质的化学反应 20 

化学与社会发展 8 

科学探究 18（渗透在上述内容中） 

考试要求 

A 15 

B 30 

C 15 

题型分布 

选择题 20 

填空和简答题 34 

计算题 6 

试题难度 

分布 

较容易题 42 

中等难度题 12 

较难题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