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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化学会主办的高中化学竞赛是以普及

化学知识、早期发现和培养化学优秀人才为目的

的活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化学教学新思

想与新方法的交流 ,推进了中学和高校的化学教

学改革。高中化学竞赛作为一种智力竞赛 ,对参

赛学生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培养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当然 ,这些素质和能力的体现不单反映在理

论竞赛的解题中 ,同样也要体现在实验的测试或

考核中。目前 ,不论哪一级的奥赛系列竞赛 ,化学

实验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限于条件 ,国

家初赛 (省级赛区) 没有普遍进行实验操作考核 ,

只是针对部分笔试选拔选手进行实验培训和考

查 ;但在近十年的真题中 ,除了 1998 年、2006 年 ,

每年都有化学实验试题出现 (见表 1) 。

表 1 　近十年高中化学竞赛(省级赛区)实验试题归纳分析

题号 相关实验 知识点 方法规律

199714 热重分析
化合物稳定性与温度的关系 ;草酸盐的热分
解性质

根据 MnC2O4·2H2O 的热分解图像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

199915 氧化还原滴定 溶解氧测定的原理 ,碘离子的还原性 要求数据处理和定量分析计算能力

200012 生活中的实验现象
勒夏特列原理 ,溶解平衡和影响气体溶解度
的因素

用基本原理探究实验现象

200018
离子的定性分析、重量分析
法

亚硫酸盐、硫化物的性质 ; SO2 -
4 、S2 - 、SO2 -

3

的定性检验、歧化反应
需要对反常实验现象的质疑和全面思维

2000112 离子的定性分析 ;实验设计
有机反应的条件 ,水解反应 ,SO2 (SO2 -

3 ) 的性

质和鉴定 ,Cl - 的鉴定 ,SO2 、Cl2 的性质和用途
挑选最佳方案进行性质验证

200116 实验设计 ,离子鉴别 催化剂 ,反应历程 ,锰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通过对比实验进行讨论和反证

2002112 实验设计 组合化学、氨基酸、排列组合 数学组合的方法

2003111 酸碱滴定　实验设计
有机物系统命名和结构式 ,烯烃的环氧化反
应 ,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酸碱滴定法

要求结合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200418
离子的定性分析、电导分
析、红外光谱、极性测定

配合物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根据结构决定性质的关系选择适合的实
验分析方法

2004110 质谱法 相对分子质量的实验测定 读懂信息 ,化解图像

200519 沉淀滴定法
AgNO3 与 NH4SCN、NaCl 的化学反应 ,铁铵矾

与 NH4SCN 的显色、回滴法
要求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
力、滴定关系分析能力

2005 备用
题 19

氧化还原滴定 维生素 C还原性、碘的定量滴定
要求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
力、滴定关系分析能力

　　通过表 1 的比较 ,我们发现竞赛题与常规化

学题存在很大的一个不同是 :竞赛中实验题型与

其他题型没有明确的界限 ,大多以实验过程和结

果设置情境 ,结合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的基础知识进行综合考查。近年来高中化学竞赛

(省级赛区)实验试题体现了如下特色 :

(1)验证型实验题重在设计的思维方法

高中化学竞赛实验往往涉及知识较广泛深

入 ,单纯考查验证型实验易导向奥赛培训中过多

灌输大学化学知识 ,也容易导致考生死记硬背现

象严重 ,与竞赛精神相违背 ;所以在验证某种化学

物质的时候 ,更强调实验方案的设计 ,以体现科学

探究过程。如 2001 年第 6 题要求设计 2 个实验

方案 ,验证 KMnO4 溶液氧化 H2 C2O4 的时候 Mn2 +

的催化历程。实验装置的搭配组合是高考常考题

型 ,已经有一定模式化的求解过程 ,而且在搭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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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装置的时候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实际操作中才能

考查 ,所以高中化学竞赛试题 (省级赛区) 中一般

不设置此类实验题型 ,但各省预赛中多有考查。

竞赛试题的求解过程就是创造思维的运作过程 ,

实验方案设计的巧妙更依赖于创造思维能力。

(2)信息容量大 ,表现形式多样化

化学竞赛更加强调自学能力、阅读能力、信息

加工整合能力 ,所以题干中往往提供大篇幅的实

验描述性信息、补充背景知识 ,需要考生在有限的

时间内快速阅读理解。如 2005 年第 9 题提供了

一种鲜花保存剂的制备方法 ,题干字符共 479 个

字 ,信息量庞大。应对此类题型 ,建议在认真审题

的基础上 ,对题干进行提炼 :弄清实验目的 →收集

有用信息 (如本题中实验药品有哪些 ,药品分别放

在什么仪器中 ,数据各是多少 ,采用了哪种滴定方

式 ,有无滴定干扰因素等) →明确实验原理。

(3)强调实验数据处理的重要性

由于是笔试 ,实验仪器的使用和基本操作能

力无法考查 ,考查重点放在处理实验数据及表达

结果的能力方面。题干中往往提供了定量滴定、

仪器分析实验中的数据 ,考生需要对各种数据进

行分析、类比、迁移、加工 ,从而得出一定的化学反

应规律。近十年考题中 ,定量滴定考题出现频率

最高 ,涉及了酸碱滴定、氧化还原滴定、沉淀滴定

等多方面 ;图像是实验数据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要

求考生在具备雄厚的知识基础之上还要有一定的

思维悟性 ,特别关注平面坐标中连续线段的意义

和走向、变量的量度 ,滴定曲线、溶解度曲线、结晶

水合物脱水曲线都是常考的实验数据表示图像。

考生除了需要从抽象的图像中提炼丰富的内

涵的能力外 ,还要善于作图 ,其优越性在于按连续

线段走向进行外延 ,往往可以得到那些不可能作

图的或无法准确作图的数据。

(4)体现科学研究前沿 ,充满时代气息

竞赛实验试题常以科学研究最新进展为情境

命题 ,而不拘泥于某本化学教材 ,使得试题有了更

旺盛的生命力。如 2002 年第 12 题介绍了当代热

门的组合化学合成技术 ,要求进行一定的实验设

计。问题较好地联系了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应

用 ,又以化学与生物学科渗透作为背景 ,这样的实

验命题尚属首次 ,非常具有时代感。

化学研究的过程主要是实验研究的过程 ,而

化学实验不仅仅局限于中学常见的瓶瓶罐罐。在

当代化学研究中 ,用于合成与分析的实验仪器体

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众多化学教学论专家指出

我国中学化学课程中的化学实验无论从实验方

法 ,还是从实验手段来看 ,都远远落后于化学科学

的发展。在实验经费缺乏的条件下 ,首先可以借

助教材或试题 ,使学生认识到现代化学的发展离

不开先进的实验手段 ,知道一些常用的现代化学

实验方法和仪器 ,以科普宣传为目的之一的高中

化学竞赛较早地体现了这一点。近十年试题中 ,

除了比普通高中化学课程强化了定量分析 ,还在

命题情境中出现了通过热重分析、红外光谱、质谱

等仪器分析得到的谱图或数据 ,在考查学生综合

分析数据能力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现

代化分析仪器的重要性。这一点和高中化学新课

程《物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实验化

学》等选修模块的呈现思路不谋而合。高中化学

新课程在化学分析方法的定量化和实验手段的现

代化方面 ,同以往的化学课程相比 ,大大地向前迈

进了一步。虽然新课程中对于有些实验手段不要

求深入了解 ,但是可以在竞赛培训中加以强化。

高中化学新课程中涉及的现代化学分析方法和仪

器包括光谱类 (红外光谱、原子吸收光谱、比色法、

核磁共振仪) 、色谱类 (如气相色谱法) 、质谱类 (质

谱法) 、电化学类 (电化学分析法) 等 ,均可以作为

竞赛教学的参考。

在笔试中考查实验能力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

实验操作中的动手能力就无法在初赛中考查。但

是要想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

要作用 ,就必须重视正确理论思维在其中的指导

作用。科学的发展是这样 ,竞赛中的实验测试也

是这样。历年竞赛试题中体现科学思维方法的实

验试题众多 ,给化学新课程教学评价提供了优秀

的借鉴之处。所以笔者认为化学竞赛试题将不再

是少数学生的关注对象 ,也不应只是奥赛教练老

师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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