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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素质教育的目的是让全体学生都全面、健康地发展。
课程教材改革是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课程教材要有利于学生打好共同的基础和不同的基础。
共同基础是基本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好，内容要少而精；不同基础对每个学生的要求不一样，内容
要体现广域性、层次性和选择性，便于学生选择，发展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为此，在课程改革中，上海开设了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型课程；全国开设了必修课程、选
修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高中学生深入学习化学基础知识和拓展化学基础。
因此，本书既可作为基础型课程或必修课程的导学，又可以作为拓展型课程或选修课程的自学读本，
也可以作为研究型课程或研究性学习的背景资料。
　　本书的编写力求体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兼容性，既侧重上海课程标准和国家课程标准的共
同点，又兼顾两个标准的不同点；既侧重平时打好基础，又兼顾高考的需要。
　　二是基础性，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不管是深入学习还是拓展学习都是围绕基础，尤其是重要
的基础，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观点、基本方法。
　　三是可读性，为了便于导学和自学，内容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写得详细
清楚，并给以必要的思维点拨。
　　四是双语，专业术语和基本词汇采用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索引。
　　本书贯彻了以下几条编写原则：　　一是自学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原则；　　二是基础性与先进
性相结合的原则；　　三是系统性与专题性相结合的原则；　　四是接受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相结合
的原则；　　五是单科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原则；　　六是基础训练与应用训练相结合的原则。
　　本书的编写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设置有思维点拨、实验活动、探索与实践、拓展视野、化
学史话、阅读材料等栏目，节后有作业，章后有小结与思考，书后提供参考答案和名词术语的索引。
　　本书使用对象是上海高中学生和其他省市高中学生，也可用作高中化学教师的教学参考书。
本书在使用方式上，既可以循序渐进、系统地学习，也可以带着问题有选择地学习。
　　参加本书编写的钮泽富教授（主编）、解守宗教授、钱秋萍高级教师、冯颖老师、张俊霞高级教
师在化学专业方面都很有造诣，熟悉中学课程教材改革，教学经验丰富。
　　本书的编写是一种尝试，希望它对广大师生有所帮助并能受到欢迎，也祈望他们在使用中能提出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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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标化学导学与拓展(高中2年级)》的特点一是兼容性，既侧重上海课程标准和国家课程标准
的共同点，又兼顾两个标准的不同点；既侧重平时打好基础，又兼顾高考的需要。
二是基础性，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不管是深入学习还是拓展学习都是围绕基础，尤其是重要的基
础，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观点、基本方法。
　　三是可读性，为了便于导学和自学，内容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写得详细
清楚，并给予必要的思维点拨。
　　四是双语，专业术语和基本词汇采用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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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溶液与分散系第一节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一、强弱电解质二、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作业1.1第二
节 水的离子积和溶液的pH一、水的离子积常数Kw二、酸、碱溶液的pH作业1.2第三节 电解质溶液中
的化学反应一、中和反应二、沉淀反应三、配位反应四、氧化还原反应作业1.3第四节 盐的水解一、盐
溶液的酸碱性二、水溶液中微粒浓度的比较作业1.4第五节 分散系和胶体一、分散系及其分类二、胶体
作业1.5第六节 溶液与生活一、溶液的性质二、溶液的特性与生活作业1.6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2章 重
要的金属与合金第一节 金属的结构和性质一、金属原子的堆积方式二、金属键和金属晶体三、金属的
共同性质作业2.1第二节 几种重要的金属及其化合物一、钠、钾及其化合物二、镁、钙及其化合物三、
铝及其化合物四、铁、铜及其化合物作业2.2第三节 合金一、合金的形成过程二、几种重要的合金元素
三、合金的特性及其应用作业2.3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3章 元素周期律(表)第一节 发现元素周期律的
前期准备一、门捷列夫之前的科学家对元素的分类与研究二、对这些科学家工作的总结作业3.1第二节 
门捷列夫的伟大贡献一、对前人工作的认真总结与研究二、方法的突破三、大胆的质疑四、令人叹服
的预测作业3.2第三节 元素周期表的发展和完善一、从“稀有气体”发现到“零族”建立到镧系、锕系
的确立二、认识元素周期律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三、从“稳定岛”理论到新元素的制取作业3.3第四节 解
读元素周期表一、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系理论二、元素的分区三、元素及化合物的性质作业3.4第五节 
元素周期律(表)的应用一、寻找制冷剂二、发明汽油抗爆剂三、研究高温超导体四、寻找催化剂作
业3.5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4章 丰富多彩的有机物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中的官能团一、有机化合物的基
本分析二、有机化合物中的官能团作业4.1第二节 几种有含氧官能团的物质一、只含羟基的物质二、只
含羰基的物质三、同时含有羟基和羰基的有机物——羧酸及其衍生物作业4.2第三节 含卤素的有机物一
、卤代烃的结构特点和物理性质的递变二、卤代烃中卤原子的反应三、重要的卤代烃作业4.3第四节 含
氮化合物一、含硝基的有机物二、含氨基的有机物三、染料作业4.4第五节 官能团之间的相互转化一、
常见官能团之间的相互转化二、有机合成方法作业4.5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5章 高分子化合物第一节 
高分子科学的建立一、从天然高分子到三大合成材料二、关于高分子结构的争论三、高分子科学的发
展第二节 聚合物的几个基本概念一、单体、链节、聚合度二、平均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三、高聚物的
分类与命名四、高分子化合物的性能特点五、高聚物溶液是真溶液作业5.2第三节 高分子的合成与反应
一、缩合聚合反应二、加成聚合反应三、定向聚合反应四、高分子化学反应作业5.3小结与思考本章习
题第6章 能量转换与新能源的开发第一节 各种能量的相互转换一、火箭、飞船、卫星的升空与正常运
行二、自动点火燃气器——机、电转换(压电效应)三、光化学反应作业6.1第二节 化学能与电能的相互
转换一、汽车的启动电源——铅酸蓄电池二、其他新型电池三、电解与电镀作业6.2第三节 氢能和储氢
材料一、如何制取大量廉价的氢气二、氢气的储存和输送三、储氢材料简介作业6.3第四节 核能一、核
能的由来二、核裂变、原子弹、核电站三、核聚变、氢能、太阳能作业6.4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7章 
化学实验第一节 实验仪器和试剂的选择一、制取常见气体的原理、装置和试剂的选择二、探究型实验
中仪器、试剂的选择三、选用及自制微型仪器作业7.1第二节 物质的分离和精制一、蒸馏与分馏二、沉
淀(结晶)与过滤三、萃取与分液四、物质的干燥作业7.2第三节 化学实验方案设计与实验条件的控制一
、化学实验方案设计的一般原则二、化学实验方案设计案例分析三、实验条件的控制作业7.3第四节 化
学实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一、实验数据的处理二、实验数据的分析与评价三、消除实验误差的方法作
业7.4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参考答案附录附录1 部分元素的电负性及第一电离能附录2 常见共价键的键
能附录3 部分金属单质的结构形式、原子半径、密度和熔点附录4 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Ksp(t℃)附录5 
基本常数表附录6 几种高分子化合物的简易鉴别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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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新元素不断被发现，人们积累的化学知识也渐趋丰富，但却显得零乱和庞杂。
人们迫切希望从化学元素中找出一些规律，以进一步研究化合物的性质，方便传授化学知识。
　　1803年，在英国化学家道尔顿（J.Dolton）创立原子学说并提出原子量的概念之后，人们开始注意
原子量与元素性质之间的联系。
道尔顿最先从事用相对比较的办法测定原子量的工作，并发表了第一张有元素符号的原子量表，为后
来元素原子量的测定工作奠定了基础。
　　1829年德国化学家德贝赖纳（J.Dobereiner）研究了当时已知的54种元素的原子量和它们性质之间
的关系，发现存在一些“三元素组”（见表3.1）。
　　他指出：同组元素性质相近，中间元素性质介于前后元素之间，其原子量为前后两元素的平均值
。
　　进入19世纪中叶，随着分析化学、电化学、光谱学的兴起，人们对元素的认识不断深入，发现的
元素已增至60余种。
原子量和原子价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量为元素周期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发现元素的内在联系
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元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与元素的原子量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规律性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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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兼容性——兼顾上海市与全国课程标准的要求；基础性——围绕基础，适当加深与拓宽；学习新
教材的帮手，达到新境界的阶梯。
　　思维点拨→提供学法指导，总结经验规律；实验活动→描述经典实验及现象；思考与讨论→思索
实际应用问题，讨论产生原因；拓展视野→摘录化学信息，展示科技成果；解题指导→针对疑点难点
，给予专题式的讲解；化学史话→了解化学家生平与化学事件，渗透科学人文精神；探索与实践→鼓
励亲身体验，在实践中激发兴趣；阅读材料→阐述新理论的诞生及化学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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