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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基础理论及元素化合物知识于一身，具有综合性强、

思维容量大的特点，是化学高考的重要题型之一。近年来，

随着高考命题“稳中有变”及“知识与能力考查并重”改革

的逐步深入，高考试题中元素推断题的灵活性和综合性也逐

年增强。 主要表现在：抽象程度提高，条件渗透交叉。题眼

隐藏较深等。学生已很难寻找、利用、推导出题中的“题眼

”。解答这些元素推断题，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

还要求学生具有相当的熟练程度；不仅要求学生有由此及彼

的逻辑思维，还要求学生有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能力。因此

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笔者在近年高三教学过程中，探索

总结出以下三条解答当前元素推断题的解题技巧。 一、直觉

法 所谓直觉，就是一种对问题直接的、下意识的、不经严密

逻辑推理的思维。它可以跨越复杂的推理过程，直接得出最

终的结论。但由于目前的教学过份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

，学生的思维存在某种定势，即只有当条理很清晰，因果关

系很分明时，才敢确认结果，而缺乏自觉地去评价、去完善

、去创造的欲望和能力。因此对于直觉这种非理性的、离散

的思维形式常常感到无从下手难以驾驭。其实直觉是以对经

验的共鸣和理解为依据的，来自于厚实而清晰的知识积累和

丰富而熟练的思维经验。因此扭转学生思维形式上的某种定

势，打破固有因果链，通过适当的方法训练引发学生的直觉

思维，是实现思维突破的重要途径。 例1（93年上海高考试题



），A、B、C、D四种短周期元素，原子序数依次增大。A

、D同族，B、C同周期。A、B组成的化合物甲为气态，其

中A、B的原子数之比为4∶1，由A、C组成的两种化合物乙、

丙都是液态，乙中A、C原子数之比为1∶1，丙中A、C原子

数之比为2∶1，由D、C组成的两种化合物丁和戊都是固体，

丁中D、C原子数之比为1∶1，戊中D、C原子数之比为2∶1

，写出下列分子式：甲_______，乙________，丙_________

，丁________，戊________。 分析：此题如应用推理分析来

确定各种物质，需逐一排除淘汰各种可能，过程相当繁杂，

但根据中学化学知识的积累，原子个数比为4∶1的气态化合

物很可能为甲烷。如凭此直觉推断甲为CH4，并以此假设进

一步尝试分析，就会简便得多。若甲为CH4，则A为氢，B为

碳，根据B、C同周期，结构A、C形成的化合物特点可判断C

为氧，则乙为H2O2，丙为H2O。根据A、D同主族，结合D

、C形成的化合物特点，可以推断D为钠，丁为Na2O2，戊

为Na2O。 由此例可见，广博深刻的知识积累、敏感冷静的思

维品质是直觉产生的重要前提，但由于直觉产生的结论包含

着假设、预测和经验，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的猜测，因

此，只有当它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即通过对结论进行严格的

逻辑论证和检验，才能弥补其自身的不足，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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