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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 5——反应规律实验探究为主》学习任务单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于正明

【设计意图及学习目标】

实验探究题是北京高考化学试题的特色之一，本题要求学生运用实验思维的认知方式分

析实验事实，突出了“运用以实验、推理为基础的科学探究方法获取事实和证据并解释相关

问题”的化学研究基本方法，探究反应规律的实验近几年高考试题基本都有涉及，掌握本部

分内容至关重要。学习目标如下：

（1）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能提出化学探究问题，能作出预测和假设。能依据实验目

的和假设，设计解决简单问题的实验方案，能对实验方案进行评价。

（2）能观察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和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得出合理的结论。对实验

过程和结果进行反思，说明假设、证据和结论之间的关系，用恰当形式表达和展示实验成果。

（3）能根据不同类型实验的特点，设计并实施实验。能运用变量控制的方法初步探究反

应规律。

【考点回顾】

年份 题号 考点（知识点） 与本主题的相关性

2019 28 探究 2SO 与 3AgNO 溶液的反应 较强

2018
27（4） 探究 I-和 H+与 SO2 歧化反应速率的关系 强

28 制备高铁酸钾（K2FeO4）并探究其性质 弱

2017 28
探究反应“Fe+2Ag+=Fe2++2Ag”中出现检测到 Fe3+

的原因和规律
较强

2016 28
以 Na2SO3溶液和不同金属的硫酸盐溶液作为实验

对象，探究盐的性质和盐溶液间反应的多样性
强

2015 28
以“2Fe3++2I- 2Fe2++I2”为例，探讨化学平衡移

动原理与氧化还原反应规律的联系
强

【高考试题命题规律及设问特点】

（1）素材一般都来源于高中课本或平时练习出现过的常见物质或常见反应，以一个具体

的化学问题或者化学现象为背景，由考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进行探究，或者告诉考生实验方

案，由考生对实验方案进行评价。

（2）此题一般涉及知识面广，题型多变，思维发散空间大，能很好地考查学生综合运用

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区分度明显。

（3）考查形式主要有：①保持对传统支持的考查，例如书写离子方程式、检验物质的方

法等；②结合题目信息对实验过程进行分析，例如解释实验现象、得出实验结论等；③对实

验进行重新设计或改进创新，侧重于设计和方案评价。主要考查学生的“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和“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素养。



【典型例题】

2015 年北京理综-28

为探讨化学平衡移动原理与氧化还原反应规律的联系，某同学通过改变浓度研究

“2Fe
3+
+2I

- ⇌ 2Fe
2+
+I2”反应中 Fe

3+
和 Fe

2+
的相互转化。实验如下：

（1）待实验Ⅰ溶液颜色不再改变时，再进行实验Ⅱ，目的是使实验Ⅰ的反应达到 。

（2）ⅲ是ⅱ的对比实验，目的是排除ⅱ中 造成的影响。

（3）ⅰ和ⅱ的颜色变化表明平衡逆向移动，Fe
2+
向 Fe

3+
转化。用化学平衡移动原理解释原

因： 。

（4）根据氧化还原反应的规律，该同学推测ⅰ中 Fe
2+
向 Fe

3+
转

化的原因：外加 Ag+ 使 (I )c  降低，导致 I- 的还原性弱于Fe
2+
。

用右图装置（a、b 均为石墨电极）进行实验验证。

① K 闭合时，指针向右偏转。b 作 极。

② 当指针归零（反应达到平衡）后，向 U 型管左管中滴

加 0.01 mol·L
-1
AgNO3溶液。产生的现象证实了其推

测。该现象是 。

（5）按照（4）的原理，该同学用上图装置进行实验，证实了ⅱ中 Fe
2+
向 Fe

3+
转化的原因。

① 转化原因是 。

② 与（4）实验对比，不同的操作是 。

（6）实验Ⅰ中，还原性： 2I Fe  ；而实验Ⅱ中，还原性： 2Fe I  。将（3）和（4）、（5）

作对比，得出的结论是 。

【参考答案】

（1）化学平衡状态

（2）溶液稀释对颜色变化

（3）加入 Ag+发生反应：Ag++I-=AgI↓， c(I-)浓度下降；或增大 c(Fe2+)浓度，平衡

3+ - 2+
22Fe + 2I 2Fe + I 均逆向移动。

a b

盐桥

K

0.005 mol L-1

Fe2(SO4)3溶液

（pH约为1）

0

 G  

0.01 mol L-1

KI溶液



（4）①正

②左管产生黄色沉淀，电流计指针向左偏转。

（5）①Fe2+随浓度增大，还原性增强，使 Fe2+的还原性强于 I-。

②向右管加入 1mol·L-1 FeSO4溶液。

（6）该反应为可逆氧化还原反应，在平衡时，通过改变物质的浓度，可以改变物质的氧化、

还原能力，并影响平衡移动方向。

【任务与问题】

1.2015 年高考试题 28 题中，实验目的是什么？

2.仔细分析本题实验 I 和实验 II（包括 i、ii、iii）中每一步操作的现象、目的和结论。

实验编号 I II（i） II（ii） II（iii）

实验现象

实验目的

实验结论

3.题目中为何用原电池验证氧化还原反应规律？能否换用 Fe3+验证该氧化还原反应规律？

若认为能请设计实验方案；如果认为不能请说明理由。



【学法指导及相关建议】

1、梳理课本中出现过的实验，牢记课本实验的步骤、实验现象和实验结论。

2、尝试梳理实验探究题的思维流程图，并尝试自主设计与题目不同的实验探究方法。

3、解答实验探究题的基本步骤

（1）明确干什么——审清题干和设问，明确实验目的

（2）信息有什么——明确物质的特性及题目给出的其它有用的补充信息

（3）原理是什么——根据实验目的、题干信息及已有知识，弄清实验的基本原理

（4）问题问什么——细审试题设问，斟酌命题意图，确定答题方向

（5）答案写什么——用化学用语及科学的语言有针对性的回答问题

4、探究实验的解题要领

(1)细心审题是关键：目的、原理要画出。

(2)认真分析是核心：①原理分析；②材料分析；③变量分析；④结果分析。

(3)正确表达是保障：大多数学生有实验思路，就是拿不到分，因此我们在表达过程中一定

要做到条理清晰，表述规范，克服以下三个问题：

①会而不对：主要表现在解题思路上，或考虑不全，或书写不准，最后答案是错的。

②对而不全：主要表现在思路大致正确，但丢三拉四，或遗漏某一答案，或讨论不够完备，

或是以偏概全或出现错别字。

③全而不精：虽面面俱到，但语言不到位，答不到点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