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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科性质的学科，要求理解记忆的东西很多。要学好化学

，必须把这一关过好。 在中学化学中，主要的内容还是以某

一种元素或某一族元素为主，学习它们的物理性质，特别是

化学性质。 每一种元素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学习单种元素

的时候，对于元素表现出来的所有性质都要一一掌握。例如

学习铁元素的过程中，就应该掌握铁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等重要内容。而学习某一族元素的时候，首先应对这一族元

素的代表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用途和制

法等进行学习，然后从个别到一般逐步地展现这一族元素的

性质及变化规律。这样掌握的知识全面牢固，在以后用到的

时候就可信手拈来，而不用找课本。 化学是研究物质化学性

质的学问，所以贯穿于化学始终的是化学反应，所以说学好

了化学反应也就学好了化学。例如在有机化学中的种种重要

反应，考到的很多，也很重要，是难点重点。但是也有解决

这类问题的捷径：那就是对反应本质的理解，以及熟练掌握

反应原理、装置、条件、注意事项等内容，这样大部分的题

目就可以顺利通过了，剩下的题目也就是再加上数学运算，

就可以很容易得通过。对于基础比较差的同学先掌握化学反

应方程式的书写就可以提高很大一截。 在做题目时有很多的

方法可以大大减小运算篇幅，并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下

面就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元素守恒法：在

一个化学反应里，改变的是元素的原子的排列结构顺序，而



元素的种类个数在反应前后是不变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略去

很繁琐的中间过程，直接对要求的元素进行求解。例如有这

样一个题目：在100g硫酸亚铁样品中含有杂质硫酸铜，把样

品溶于水，放进足量铁粉，之后过滤放进足量盐酸，过滤，

灼烧残留物得到物质的质量是样品的1/20，求样品的纯度。

这个题目就是典型的应用这个方法的例子，虽然中间经过了

很多变化，但铜最终都转移到了氧化铜中，则可以据此进行

计算，显然要简单得多了。 相关元素法：这是个很简单的方

法，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现有硫酸亚铁、亚硫酸铁、

硫化亚铁三种混合物，其中铁的质量分数为a%，求氧在混合

物中的质量分数。这三种物质仔细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铁原

子对应一个硫原子，根据铁与硫的原子质量比就可以求出硫

的质量分数，氧的质量分数只用100%减去铁和硫的质量分数

就得到了。 特别的反应现象或条件，例如生成黄色溶液，产

生红色沉淀，产生气体，需要高温，需要催化剂等，从这些

现象或条件，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学过的元素的性质，来与

之对应，很快就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还有很多在做选择题时

的方法：最简单的是代入验证法，即把答案代进题目进行验

证；排除法，这个都知道，不必多说。在这种情况下是灵活

多变的。 在考试的时候，不应当被题量所吓倒，要知道你觉

得题目太多，别人也这样认为。要静下心来做题目，但头脑

不能慢。要机动灵活的有选择的做题，即遵循先易后难的原

则，先把会做的，熟悉的做完，在做简单题目时一定要细心

，很多成绩好的同学都是在做简单题目上失分。 尤其是对于

后面的大题，不会做还不如保证前面会做的得分。这样才会

把自己的所学知识显示出来，得到优异的成绩。 楚军(清华大



学 自动化系学生) 化学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知识大多来

自实验，知识点多又较复杂繁琐，不易记忆。作为一门实验

学科，应该重视实验，实验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记忆和

理解知识。同时，考生要以教材为依据，注意知识的内在联

系，找到有效的记忆方法。化学的知识点分布虽广却也有脉

络可寻，这就是元素周期表，想来老师们也都说过。若要学

好化学，做习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虽然不造成题

海战术，但适当的运用习题练习的方法确实可以帮助自己掌

握知识。当然不能盲目做题，应当有所选择。历届的高考题

是必须要看的题目。因为那些题目最能体现高考的命题精神

。题目贵精而不贵多，可以请老师帮助参考选择一本好的习

题集，把这本习题集上的题目尽数理清搞明，各种知识的考

法题型也就大致都在掌握中了。同时通过做题，我们也可以

在脑海中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以后再遇到别的题目也

能做到有章可循。再综合课本和老师的讲解，相信化学考试

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了。 张雅丽(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学生) 

化学虽然属于理科，但它却具有文科的特点：需要记很多知

识点，比如说，某些常见元素的性质、应用以及与之有关的

化学反应过程和方程式，需要你熟记在心。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应该采用类似于文科的复习方法，多记，多背，打好

解题的基础。但它毕竟还是理科，偏重于理解和应用，光是

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

理解和灵活的应用，反过来，理解和应用又能帮助我们的记

忆，二者相辅相成。 化学中有一类很有特色的题，即是物质

推断题。很多同学一碰到这种题，往往是无所适从，不知该

从何处下手。因为这种题须要一份特殊的直觉，当你读完题



之后，你应该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判断出一到两种物质。而

这种感觉来自于平日的多做多练，正所谓“熟能生巧”，题

目做多了，对它的感觉自然就出来了。比如说，你可以根据

一些特殊现象判断出某些特殊物质，还有C、O、N、Fe等等

都是出题率较高的元素，大家要特别注意，实在推断不出来

的时候，可以将这些元素往已知条件中代入，看是否符合条

件。最后来看看近几年出现的新动向。可能很多同学都已经

注意到了，一种信息题的比重在逐年增大。这种题的特点是

，给出一定的信息，让你利用所学的知识对这些信息进行判

断、分析、组织，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它检验的是同学们对

知识的灵活运用，很好地将书本和实际联系起来了，今后可

能将是高考题的主要倾向，因此大家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

这方面的能力，可以找一些关于这类题的参考书，多做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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