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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叙述型计算

主要考察学生归纳整理题目

中隐含信息的能力，难点往往在于

“题目文字过多，流程过于复杂，读

不懂题，找不到已知，不会列有效

的等式求出未知数”。考题经常将

溶液和化学方程式结合在一起进

行计算，对学生的题目分析理解能

力较高，情景比较复杂。解题时，应

首先明确所求溶液中溶质是什

么，溶质的质量可以通过化学方程

式得出。其次，应明确所求溶液的

质量如何计算。最后运用公式计算

出溶液的质量分数。最终溶液的质

量=反应前各物质的质量总和－难

溶性杂质(反应前混有且不参加反

应)－生成物中非溶液(生成沉淀或

气体)。

表格计算

利用数学方法将化学实验数

据进行处理和表达，常常以表格形

式将解题信息呈现。解决这类题

的办法：这类题往往给出一组或

多组数据或条件，通过对表格中

数据或条件的分析、对比，解答有

关问题或进行计算。要通过仔细

阅读，探究表格中各组数据之间

内在的规律，努力从“变”中找“不

变”，及时发现规律之中的矛盾

点，从“不变”中找“变”，进而分析

矛盾的根源，解决问题。通常利用

差量法求出反应产生的气体或者

沉淀或者减少增加的各物质的质

量进行计算。

图像计算

图像计算在于借助数学方法

中的坐标图，把多个元素对体系变

化的影响用函数图像直观地表示

出来。坐标系中的函数图不仅能表

示化学反应，还能较好地反映化学

变化的过程，经常是质量分数和化

学方程式的综合应用。解决这类

题的办法，应该仔细分析函数图象

中横、纵坐标所表示的不同量，以

及“三点一图趋势”即起点、拐

点、终点和图像变化趋势，分析其含

义。特别是要重点了解拐点表示对

应两种物质一定恰好完全反应，这

是此类题的关键。

探究实验型计算

探究实验计算的难点在于反

应中可能会出现的过量问题导致

的物质种类的可能性的判断和引

起的其他反应。解决这类题的办

法就是结合实验示意图型计算以

化学实验为载体，对比分析每个装

置变化前后的质量差，再寻求关系

式或数据进行逐个求解；学生应将

化学计算与化学实验紧密结合，在

对实验原理，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理解的基础上，理出解题思路，在

解题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实验数据

与物质(或元素)质量间的关系。解

题的关键是理清思路，找出正确有

用数据，认真做好每一步计算。

近几年的中考，一些题型灵

活、设计新颖、富有创意的压轴试题

涌现出来，其中一类以平移、旋转、翻

折等图形变换为解题思路的题目更

是成为中考压轴大戏的主角。不过这

些传说中的主角，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神秘，只是我们需要找出这些压

轴题目的切入点。 

切入点一：构造定理所需的图

形或基本图形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时添加

辅助线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北京中考

来说，只有一道很简单的证明题是可

以不用添加辅助线的，其余的全都涉

及到辅助线的添加问题。中考对学生

添线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添辅助线

几乎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构造定理

所需的图形或构造一些常见的基本

图形。

切入点二：做不出、找相似，有相

似、用相似

压轴题牵涉到的知识点较多，知识转化的

难度较高。学生往往不知道该怎样入手，这时

往往应根据题意去寻找相似三角形。

切入点三：紧扣不变量，并善于使用前题

所采用的方法或结论

在图形运动变化时，图形的位置、大

小、方向可能都有所改变，但在此过程中，往

往有某两条线段，或某两个角或某两个三角形

所对应的位置或数量关系不发生改变。

切入点四：在题目中寻找多解的信息

图形在运动变化，可能满足条件的情形

不止一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解或多解，如

何避免漏解也是一个令考生头痛的问题，其实

多解的信息在题目中就可以找到，这就需要我

们深度地挖掘题干，实际上就是反复认真地

审题。

总之，问题的切入点很多，考试时也不是

一定要找到那么多，往往只需找到一两个就行

了，关键是找到以后一定要敢于去做。有些同

学往往想想觉得不行就放弃了，其实绝大多数

的题目只要想到上述切入点，认真做下去，问

题基本都可以得到解决。

（来源：沪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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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化学计算
常考题及解法技巧

中
考化学试卷的最后一题计算是中考中的压轴计算题，它

考查学生对质量守恒定律、方程式计算、溶质质量分数的

计算以及酸碱盐部分的知识，考查知识综合，难度较大。题目主要分

为文字叙述型计算、表格计算、图像计算、探究实验计算。

1.守恒法

守恒法解题的核心就是质

量守恒定律中的六不变。除此之

外，化学中的等量关系还表现为

同一物质中的电荷守恒、化合物中

化合价守恒、同一化合物等量关

系。学生对于挖掘题目中隐含的等

量关系的能力较弱，对于物质和

元素质量关系不能很好地建立联

系。

2.极限平均值法

在处理复杂的模糊题型的选

择题时，此方法可以直接求解出设

定的参量(平均值或极值)，然后用

此参量与各选项做比较确定符合

题意的选项。学生的思维误区一般

是不能准确确定设定的参量。

3.差量法

化学反应都遵循质量守恒定

律，有些反应在遵循质量守恒定律

的同时，会出现固、液、气体质量在

化学反应前后有所改变的现象，同

一状态的物质的质量遵循化学反

应中各物质之间的固定的质量关

系，因此，在根据方程式的计算引

入差量，根据变化值可以求出反应

物或生成物的质量。差量法的难点

在于学生找不到计算的差量，而且

不知道同一状态的物质质量的差

与物质的质量也成比例。

4.假设数据法

根据题目中涉及的化学反应

中物质的相对质量结合题意假设

适合计算的数据进行计算。学生的

思维误区一般是质量分数计算、物

质的质量的计算、元素的质量计

算，粒子个数的计算不能很好地进

行迁移。

>>>经典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