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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1. 电解水实验 实验现象：电极上有气泡，一段时间后，连

接电源正极和负极的试管中收集的气体体积比约为1∶2. 气体

检验：收集一些气体后，从水中取出试管进行检验，用带火

星的木条检验正极产生的气体，发现它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

燃，说明是氧气；将负极收集的气体点燃时，气体能燃烧，

火焰呈淡蓝色，证明是氢气。 实验结论：（1）水在通电的

情况下，发生了分解反应，生成氢气和氧气。（2）本实验还

可证明在化学反应中分子可分而原子不可分。化学变化的实

质是：分子分成原子，原子又重新组合成新的分子。 2. 水的

组成 从物质的结构来看，水是由大量水分子构成的，每个水

分子是由1个氧原子和2个氢原子构成的；从物质组成的角度

看，水是由氧和氢两种元素组成的；从物质性质的角度看，

水可电解生成氢气和氧气；从物质分类的角度看，纯水既是

纯净物，又是化合物，还是氧化物。 3. 水的污染和防治 水的

污染途径：工业上三废（废水、废渣和废气）的排放；农业

上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 水污染

防治措施：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工业上运用新技术、新工艺

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同时对污染的水体进行处理，使其符合

排放标准；农业上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提倡使用农家肥；

城市生活污水要集中处理和排放。 4. 水的净化方法 （1）静

置沉淀：利用难溶物的重力作用沉淀于水底，但这样的净化

程度较低。（2）吸附沉淀：加明矾等絮凝剂使悬浮物凝聚沉



淀。（3）过滤：分离固体物质和液体物质。（4）吸附：除

去有臭味的物质和一些可溶性杂质。 注意：（1）过滤操作

的关键：三靠、两低、一紧贴。（2）吸附过程发生的是物理

变化，活性炭吸附和明矾吸附有一定的区别：活性炭具有疏

松多孔的结构，可吸附色素、异味、不溶性和部分可溶性杂

质；明矾则是利用胶状物粘住水中一些不溶性微粒，使其快

速沉降。 5. 硬水及其软化 （1）硬水：含有较多可溶性钙、

镁化合物的水，河水多为硬水。（2）软水：不含或含有较少

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水，雪水、雨水是软水。（3）检验：

取少量样品，分别加入少许等量的肥皂水，充分搅拌，产生

泡沫较多的为软水，产生泡沫少的为硬水。（4）硬水软化方

法：煮沸（生活中常用）、蒸馏（实验室常用）。 6. 分子和

原子 （1）概念的比较： （2）用分子的观点理解有关概念： 

①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在发生物理变

化时，分子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即没有生成新物质。如水的

三态变化，只是水分子的聚集状态发生了改变，而水分子本

身没有发生改变；在发生化学变化时，原物质的分子发生了

改变，生成了其他物质的分子。如水在通电的条件下分解，

生成了氢气和氧气，是水分子变成了氢分子和氧分子，即在

化学变化中分子本身变了。②混合物和纯净物：由同种分子

构成的物质是纯净物，由不同种分子构成的物质是混合物。

7. 单质和化合物（二）学习方法建议 1. 在复习水的组成时，

要多注意联系实际，认真回忆并归纳实验现象，掌握电解水

的原理、现象和结论，在此基础上，记住两个核心概念单质

和化合物，并与上一单元中学过的纯净物和混合物概念联系

起来，对物质进行简单分类。 2. 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观察



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加以思考。

借助现代教学手段，充分发挥想象能力，认识微观粒子，在

理解分子、原子概念的同时，学会用原子、分子的性质解释

常见的问题，逐步由直观表象形成抽象的理论概念。 3. 要重

视对家庭小实验的实践，并理解其基本原理，做到学以致用

。例如，自己动手制作简易的净水器，以验证所学知识。 4. 

走出课堂，走进生活，走入社会，到实际生活中去调查研究

，也可从网络资源中搜索相关例证，在水资源现状、水资源

保护两项调查中，寻求并获得有关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5. 重

视双基，构建知识体系 “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

考生提高自身素质、发展能力的基础和依据。如果基本功不

扎实，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和创新。复习好双基，并不是要

求同学们将学过的内容简单地复重，死记硬背知识点，而应

当突出重点，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近几年来的中考试题都

是考查考生对双基的理解，及运用双基去解决相关问题。这

就要求同学们在复习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知识点而孤

立地复习某个知识块，要把以前所学过的知识分块整理，通

过对知识点的梳理、提炼，寻找出各部分知识块之间的内在

联系，形成网络，将知识系统化。 6. 注重实际应用 考生要注

意审题时怎样抓住问题的关键，怎样用精练、简洁、正确的

语言答题。还特别要培养自己答题的规范。近年来，中考试

题越来越关注化学知识与生产、生活实际的联系。在解决这

类问题时，往往存在着多种途径和方案，具有一定的“开放

性”。在复习中同学们遇到相关问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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