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布局：：整体性、、系统性，，建构知识模型

“布局”旨在统观全局。在知识学习与基础复习后，同
学们对于“物质结构与性质”模块已经能够建立起较为完
整的知识体系，但是尚未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此，要
进行整体布局，架构思维模型，比如元素周期表“位、构、
性”三位一体模型、VSEPR理论分析杂化轨道类型和分子
空间构型的四位一体模型、晶体结构与性质的五位一体模
型等。考生在建立和应用模型的过程中，应注重寻找关键
要素间的联系，从而知此推彼、举一反三，提升认知维度。
如图1所示。

图1 整体性、系统性建构知识模型

二、格局：勤研究、细揣摩，把握考查动向

“格局”同样源于棋盘文化，强调对棋局进行整体规划
的同时，也要关注棋盘中每个格子的作用。而核心考点就
如同一个个“格子”，聚焦核心考点并将其落实到位，是提
升成绩的重要保证。高考化学在命题中关于“物质结构与
性质”模块的考查，主要集中在核外电子排布规律、元素周
期表“位、构、性”及其应用、电离能与电负性和金属性与非
金属性的关系、杂化轨道类型和分子空间构型、晶体结构
与性质、切割法确定物质化学式和晶胞密度计算等核心内
容。因此，考生要结合考题勤研究、细揣摩，夯实对核心考
点的理解，把握考查动向。核心考点示例如图2所示。

图2 晶体密度与晶胞参数的计算

考查核心考点的试题如下所示。
【例1】 一种立方钙钛矿结

构的金属卤化物光电材料的组成
为Pb2＋、I－和有机碱离子CH3NH3

＋，
其晶胞如图(b)所示。其中Pb2＋与
图(a)中________的空间位置相
同；若晶胞参数为a nm，则晶体密
度为_______ g·cm－3(列出计算式)。

【答案】 Ti，
620
a3·NA

×1021

【解析】 由图(b)可知，该晶胞中I－位于面心上，每个
Pb2＋周围有6个I－，图(a)中每个Ti周围有6个O2－，由此可
知，Pb2＋与图(a)中的Ti位置相同。每个晶胞中含有1个Pb
(CH3NH3)I3，晶胞的体积为(a×10－7)3 cm3,1个晶胞的质量

为
620
NA

g，晶体密度为
620

a3 ×NA
×1021 g·cm－3。

三、破局：精准化、融合化，实现问题解决

“破局”是指面对复杂情境时展示出的解题智慧与
技巧。在复习中，“破局”的智慧体现在“三精”“三重”

“三融”。
“三精”即为精心审清题、精确踩考点、精准答对题；

“三重”是指“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这是化学学科
特有的思维方式，启发同学们要善于从宏观、微观等角度
对化学问题进行分析，用化学用语规范答题；而“三融”的
含义在于，高考化学命题会对选择性必修中“物质结构与
性质”“化学反应原理”“有机化学基础”这三个模块进行
融合考查，凸显“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因此，考生在
备考中要注重思维的发散与迁移，在相关试题的练习中
发展综合能力。以下例题便是对同学们化学综合能力的
考查。

【例2】 铜的配合物广泛存在，对含铜配合物的研究一
直是关注的热点。

1.同学甲设计制备铜的配合物的实验Ⅰ：

已知：铜离子的配位数通常为 4 ，[Cu(OH)4]2-呈深蓝
色，[Cu(NH3)4]2+呈深蓝色。

（1）硫酸铜溶液呈蓝色的原因是溶液中存在配离子
___________ ( 填化学式 ) ，配离子中配体的空间结构为
___________，外界阴离子的空间结构为___________。

（2）结合化学平衡原理解释试管 c 中浑浊液转变为深
蓝色溶液的原因___________。

（3）由实验Ⅰ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 1：配合物的形成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关；
结论 2 ：结合上述实验，b、c中配体的配位能力强弱顺

序为：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填化学式 )。
2.同学乙查阅资料发现Cu2+与S2O3

2-在溶液中可以发生

配位反应，生成配合物[Cu(S2O3)2]2-；同学丙认为Cu（Ⅱ）有氧
化性，Cu2+与S2O3

2-在溶液中可以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资料】

ⅰ. 2S2O3
2-+Cu2+⇌ [Cu(S2O3)2]2-（绿色），2S2O3

2-+Cu+⇌
[Cu(S2O3)2]3-（无色）；

ⅱ. 2NH3+Cu+⇌ [Cu(NH3)2]+（无色），Cu(NH3)2]+遇空

气容易被氧化成Cu(NH3)4]2+（蓝色）；

ⅲ. S2O3
2-易被氧化为S4O6

2-或SO4
2-。

探究CuSO4与Na2S2O3溶液的反应的实验Ⅱ：

实验操作
实验
序号

a

b

c

V1

(mL)

1.5

1.0

0

V2

(mL)

0.5

1.0

2.0

逐 滴 加 入

Na2S2O3溶

液时的实验
现象

溶液逐渐变

为绿色，静

置无变化

溶液先变为

绿色，后逐渐

变成浅绿色，

静置无变化

溶液先变为

绿色，后逐渐

变浅至无色，

静置无变化

（4）① 丙同学认为实验Ⅱ可证明发生了氧化还原反
应，他的理由是___________。

② 丙同学利用已知资料进一步确证了无色溶液
中 存 在 Cu(Ⅰ)，他的实验方案是：取少量无色溶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经检验氧化产物以 S4O6
2-形式存在，写出 Cu2+与

S2O3
2-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得到无色溶液的离子方程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由实验Ⅱ可得出以下结论：Cu(Ⅱ)盐与 Na2S2O3

在溶液中的反应与多种因素有关，随 n(S2O3
2-)∶n(Cu2+)的

增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Cu(H2O)4]2+；V形；正四面体形
（2）浑浊液中存在平衡：
Cu(OH)2(s) ⇌ Cu2+(aq)+2OH-(aq)，加入 NH3·H2O 后

Cu2+与NH3配位形成[Cu(NH3)4]2+，c(Cu2+)降低，使得平衡
正向移动，浑浊液转变为深蓝色溶液

（3）配 体 的 浓 度 ；配 体 的 种 类 ；[Cu(NH3)4]2 + ；[Cu
(OH)4]2-

（4）① 由实验 a到实验c，Na2S2O3溶液浓度越大，最终
溶液颜色越来越浅，说明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

② 向其中加入氨水，放置在空气中，若溶液变为蓝
色，则说明含有Cu(Ⅰ)

（5）2Cu2++6S2O3
2-=S4O6

2-+2[Cu(S2O3)2]3-

（6）二者发生络合反应的趋势减弱，发生氧化还原反
应的趋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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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原意是指在围棋等比赛中于棋盘格上布子，通过布子的形状和位置达到攻守目的，后泛指对事物的整体格局进行

全面统筹与安排。布局中主要体现了三个核心思维，即摸清规律、精准定格、融通畅联。其实高考化学备考亦如是。本文以

“物质结构与性质”这一模块的复习为例，从“布局、格局、破局”三个视角提出几点建议供考生参考。

从“布局、格局、破局”看高三复习
北京钱学森中学特级教师 郭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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