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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在化学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更多的学
生喜欢化学，使资优学生获得更大的发展，这是每个化学教师的责任。
　　实施新课程以来，教学大纲变了、教材变了、教和学的方法也变了，应该让资优学生在共同的基
础上获得选择性的发展。
本书旨在让学生在个性化的学习空间中，重新构建坚实的化学学科知识体系，探究化学的本质，掌握
化学学科的思维方法，提升应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以“立足高考，针对预赛，面向初赛”为意图编写，可作为高中化学竞赛辅导学生配套用书，也
可作为资优学生拓展视野提高高考实战能力之用。
其中【知识要点】侧重于对教材知识的疏理和深化；【拓展知识】侧重于知识的拓展和提高，【思维
点拨】侧重于方法总结和思维技巧．【典型例题】侧重于解题策略和示范应用；【练习】精选高考题
、竞赛题和原创题，体现典型性、实战性、创新性，侧重于巩固提高和应用创新。
　　参加本书编写教师对高考和竞赛都有独特的研究，他们多年担任毕业班化学教学和高中化学竞赛
辅导，辅导的学生都进入过全国冬令营和国内外一流大学。
本书专题l，2由汪纪苗老师编写，专题3，4，5由谢曙初老师编写；专题6，7，11由林瑞蔡老师编写，
专题8，9，10由廖旭杲老师编写；部分【思维点拔】由汪纪苗老师编写，全书由汪纪苗和史定海老师
统稿。
　　鉴于时间仓促和水平限制，书中如有疏漏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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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1　物质的量物质的分类和转化　第一单元　物质的分类分散系和胶体　第二单元　物质的量　
第三单元　氧化还原反应　第四单元　离子反应专题2　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　第一单元　原子结构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　第二单元　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　第三单元　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第四
单元　物质的多样性晶体结构专题3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无机非金属材料　第一单元　氯、溴、碘及
其化合物　第二单元　氧、硫及其化合物　第三单元　氮、磷及其化合物　第四单元　碳、硅及其化
合物无机非金属材料专题4　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金属材料　第一单元　碱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　第
二单元　碱土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三单元　铝及其化合物　第四单元　常见过渡元素及其化合物专
题5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第一单元　化学反应中的热效应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氢能的利用　第
二单元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第三单元　电能转化为化学能专题6　化学反应速率
、方向与化学平衡　第一单元　化学反应速率　第二单元　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　第三单元　化学
平衡移动原理及其应用专题7　溶液中的离子反应　第一单元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第二单元　溶
液的酸碱性　第三单元　盐类的水解　第四单元　沉淀溶解平衡专题8　有机物的结构与性质烃　第
一单元　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分类和命名　第二单元　同系物同分异构体　第三单元　脂肪烃
　第四单元　芳香烃专题9　烃的衍生物　第一单元　卤代烃　第二单元　醇、酚、醚　第三单元　
醛和酮　第四单元　羧酸酯　第五单元　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专题1O　有机合成及其应用高分子化合
物　第一单元　高分子化合物有机合成　第二单元　有机物之间的转化有机推断专题11　实验化学　
第一单元　物质的检验、分离与提纯　第二单元　物质性质的探究　第三单元　物质的定量分析　第
四单元　物质的制备与合成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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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效应就是光的散射现象或称乳光现象。
由于溶胶粒子大小一般不超过100nm，小于可见光波长（400-700hm），因此，当可见光透过溶胶时会
产生明显的散射作用。
而对于真溶液，虽然分子或离子更小，但因散射光的强度随散射粒子体积的减小而明显减弱，因此，
真溶液对光的散射作用很微弱。
此外，散射光的强度还随分散体系中粒子浓度增大而增强。
因此，丁达尔现象可以用来区分胶体和溶液。
　　②布朗运动.悬浮微粒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的现象叫做布朗运动。
布朗运动、扩散现象都说明了任何物质的分子，不论在什么状态下，都在做永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
胶体也不例外。
　　③电泳。
在外加直流电源的作用下，胶体微粒在分散介质里向阴极或阳极作定向移动，这种现象叫做电泳。
利用电泳现象使物质分离，这种技术也叫做电泳。
　　胶体有电泳现象，证明胶体的微粒带有电荷.各种胶体微粒的本质不同，它们吸附的离子也不同，
所以带有不同的电荷。
利用电泳可以确定胶体微粒的电性质，向阳极移动的胶粒带负电荷，向阴极移动的胶粒带正电荷。
一般来讲，金属氢氧化物、金属氧化物等胶体微粒吸附阳离子，带正电荷；非金属氧化物、非金属硫
化物等胶体微粒吸附阴离子，带负电荷。
因此，在电泳实验中，氢氧化铁胶体微粒向阴极移动，三硫化二砷胶体微粒向阳极移动。
利用电泳可以分离带不同电荷的溶胶。
例如，陶瓷工业中用的黏土，往往带有氧化铁，要除去氧化铁，可以把黏土和水一起搅拌成悬浮液，
由于黏土粒子带负电荷，氧化铁粒子带正电荷，通电后在阳极附近会聚集出很纯净的黏土。
工厂除尘也会用到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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