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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第二中学 王 飞

守恒是最重要的化学学科思想之一。守恒法是解决化学题的金钥匙。综合分

析，挖掘反应体系的守恒要素，建立等式关系，能达到速解、巧解的目的。笔者在教

学过程中发现，有不少学生在解题过程中，想到了用守恒法去解题，但往往不能够

灵活运用或运用不当，没有充分挖掘题设条件中的守恒关系，导致错解。那么如何

在解题过程中灵活运用守恒思想，简化解题过程，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笔者根

据自己的教学体会，以一些具体的实例，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中学化学中的守恒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量守恒
物理或化学变化中往往伴随着能量的吸收或释放，但对整个体系而言，总的

能量是不变的，这就是所谓的能量守恒。在化学变化中，能量守恒还有另外一种

表现形式，即在新教材第三册中出现的盖斯定律[1840年，盖斯（G.H.Hess,俄国

化学家）从大量的实验事实中总结出的一条规律]：化学反应的反应热只与反应

的始态（各反应物）和终态（各生成物）有关，而与具体反应进行的途径无关。如

果一个反应可以分为几步进行，则各步反应的反应热之和与该反应一步完成时

的反应热相同。

例1.已知2Fe+
3
2 O2=Fe2O3（放热Q1 kJ），2Al+

3
2 O2=Al2O3（放热Q2 kJ），

试比较Q1和Q2的大小。

解析：乍一看，这两个反应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热效应当然也无从比较，但

细细分析，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桥梁，可以设计以下的反应热效应

循环：

显然，依据能量守恒原则，可列出等式：Q3=Q2–Q1 。又已知，Q3是一个很大

的值（铝热反应），故可初步判断Q2比Q1大得多。

二、质量守恒
参加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等于反应后生成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这个

规律就是质量守恒定律。在中学化学中，质量守恒的规律有很多表现形式和应

用，如溶液的稀释或浓缩时溶质的量守恒，物质及其变化过程中的元素守恒等。

例2.把a g铁铝合金粉末溶于足量盐酸中，加入过量的NaOH溶液，过滤出

沉淀，经洗涤、干燥、灼烧，得到红棕色粉末的质量仍为a g，则原合金中铁的质

量分数为（ ）。

A、70% B、52.4% C、47.6% D、30%

解析：本题相关的反应有：

2Al + 6HCl = 2AlCl3 + 3H2↑
Fe + 2HCl = FeCl2 + H2↑
AlCl3 + 3NaOH = Al（OH）3↓ + 3NaCl

Al（OH）3 + NaOH = NaAlO2 + 2H2O

FeCl2 + 2NaOH = Fe（OH）2↓ + 2NaCl

4Fe（OH）3 + O2 + 2H2O = 4Fe（OH）3

依据反应进程画出如下框图：

在上述框图中，如运用Fe元素守恒则不难发现：a g合金样品中含铁的质量

等于a g红棕色粉末Fe2O3中Fe元素质量（这是本题的解题关键所在），这个守

恒关系的确立，接下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则合金中Fe的质量分数等于

Fe2O3中铁的质量分数，合金中Al的质量分数等于Fe2O3中氧的质量分数。

Fe2O3中w(Fe)= ×100% = 70%

所以原铁铝合金中铁的质量分数为70%，正确答案为A。

评注：用守恒法解答这类题目，可以化复杂为简单，从纷繁的已知条件、化学

方程式和物质的转化组合中找出最本质的关系，得到解答。

三、电子（电荷）守恒
主要有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得失电子守恒以及电中性原理。即在任何氧化还

原反应中，氧化剂得到的电子总数必定等于还原剂失去的电子总数；任何物质或

电解质溶液总是电中性的。

例3.铜和镁的合金4.6 g完全溶于浓硝酸，若反应中硝酸被还原只产生

4480 ml的NO2和336 ml的N2O4气体（都已折算成标准状况），在反应后的溶

液中加入足量的氢氧化钠溶液，生成沉淀的质量为（ ）。

A、7.42 g B、8.26 g C、8.51 g D、9.02 g

解析：根据题设条件分析可发生的反应有：

Cu + 4HNO3（浓）= Cu(NO3)2 + 2NO2↑+ 2H2O

Mg + 4HNO3（浓）= Mg(NO3)2 + 2NO2↑+ 2H2O

2NO2 = N2O4

Cu(NO3)2 + 2NaOH = Cu(OH)2↓+ 2NaNO3

Mg(NO3)2 + 2NaOH = Mg(OH)2↓+ 2NaNO3

依化学方程式按常规方法求解既麻烦又费时，还易错。综合分析反应发现，

最后沉淀物的化学式均为M（OH）2,且Mg、Cu失去的电子数等于HNO3中N得

到的电子数，用电子守恒法可巧解：

×1 + ×2×1 = n（Cu、Mg）×2

解得：n（Cu、Mg）=0.115 mol

n（OH-）= 2×n（Cu、Mg）=2×0.115 mol=0.23 mol（阴、阳离子数比守恒）

m（OH-）= 0.23 mol×17 g/mol=3.91 g

m（沉淀）= 4.6 g+3.91 g=8.51 g

正确答案为C。

评注：这道题巧妙地运用了元素守恒、得失电子数守恒、电中性原理等若干

原则，使解题过程得到大大简化。

同时，学生在解答这类问题的过程中要调用各种知识，透过表面现象，抓住

守恒要素的实质，这也有利于学生化学素养的培养与提高，而这正是当前素质教

育的关键所在。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胡晓华

神经症和可疑神经症在中学生群体中的

不良影响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关数据

显示，每年总有一些学生因受神经症的困扰，

轻则学习效率下降、人际关系紧张，重则无法

继续完成学业、体质健康出现明显问题，更有

甚者出现自杀倾向。

神经症一般都有相应的诱发因素。起初

可能只是一般心理问题，因为个体没有得到及

时的疏导、帮助，逐步转化成神经症性心理问

题或神经症。本文着重探索如何在高中生群

体中及早发现有神经症倾向的学生，并及时给

予帮助和干预，预防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一、通过日常观察法初步筛选
高中生在校学习生活时间较长，同伴群体

稳定，十分有利于通过日常学习与活动的观察

发现有神经症倾向的学生个体。

一般情况下，学生经历负性事件后，通过

自我调节和外界劝导，很快就会恢复如常，最

多持续一两个星期，这是高中生常见的一般心

理问题，不会对学习和生活造成明显的影响。

但如果根据教师观察或同学反映，学生出

现以下情况则要引起高度重视。

1.近3个月来，情绪异常低落或异常亢奋；

2.平时很乐意与同学交往，但这几个月几

乎不参加班级任何集体活动，总是一个人待在

角落里；

3.经常暗自流泪，脸色长期苍白，经常独

自唠叨，甚至私下跟好友讲到类似“活着没意

思”的话；

4.看似跟同学们嘻嘻哈哈很合群，但话语

经常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插入明显不属于进行

中的话题，用词别人都听不懂，还会埋怨大家

不理解；

5.出现对特定对象超乎寻常的、过于亲

密或过于刻薄的行为或语言，这在单向恋情中

特别常见；

6.反复强调自己要努力学习，表现也非常

用功，但事实上学习成绩不进反退，经常会反

馈头疼、失眠；

7.一到学校就出现呕吐、晕眩等症状，到

医院检查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离校就正常。

若高中生出现上述现象，并且已持续3个

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该生神经症倾向已十

分明显，有的可能已经处于神经症阶段，可以

让专职心理教师介入或转介专业机构确诊。

二、从高中生常见的神经症性心理问题去
判断

神经症根据它的成因和性质一般分六大

类，即神经衰弱症、焦虑症、恐惧症、疑病症、强

迫症和抑郁性神经症。在高中生群体中确认

神经症的比例不会很高，一般在1%以下，但相

关的严重心理问题及神经症性心理问题还是

经常可见的，据统计达到2%~4%。其中最常

见的是焦虑症、恐惧症、抑郁性神经症。

1.焦虑症

高中生因学习压力、考试等引发的焦虑症

最为普遍。容易患焦虑症的学生共同特点是

学习基础处于中等水平，但自我期望值很高，

尤其有外在因素的催化下（如家长离异、被讽

刺、单向恋情等）。这些学生最初时可能只是

焦虑情绪，如果没有正确的自我调节或旁人的

正向引导，容易逐步转化为严重心理问题，甚

至焦虑症。主要表现为：无明确客观对象的紧

张担心、坐立不安，还有植物神经症状（心悸、

手抖、出汗、尿频等）。

如考前焦虑症，考生并不能明确是否由即

将到来的考试所引起，更不能确定具体由哪门

学科所引起，只是因为考试临近而出现睡眠不

佳、食欲不佳、心慌等症状，考试结束后马上消

失，这就是短暂性焦虑症状，或者说出现了焦

虑情绪。但如果学生长期处在一种莫名的焦

虑中，甚至影响睡眠、食欲、听课注意力等，虽

然学习很用功，但成绩毫无进步，甚至退步，精

神憔悴、体质下降，那就是焦虑症的状况，必须

引起注意。

其中有一种急性焦虑症，其症状跟恐惧症

十分相似，短时间症状明显而夸张。一旦发现

这种情况，则最好有家长或亲人陪同，否则可

能会出现意外。

2.恐惧症

对某些特定对象或处境产生强烈和不必

要的恐惧情绪，而且伴有明显的焦虑及自主神

经症状，主动采取回避的方式来解除这种不

安，那就是恐惧症。患者明知恐惧情绪不合

理、不必要，但却无法控制，以致影响其正常活

动。恐惧的对象可以是单一的或多种的，如动

物、广场、闭室、登高或社交活动等。“一朝被蛇

咬，十年怕井绳”就是典型的恐惧症。

某高二女生，中考时正值父母离异，所以

入学成绩不佳。但她信心很足，发誓一定要在

班里名列前茅，平时学习很用功，活动课也躲

在教室里学习。高一第一次月考在班里名次

倒数，期中考还是没有进步。她总是怀疑同学

在背后嘲笑自己，每当走进校园就紧张，多次

在班级里出现查无原因的呕吐现象。到了高

一第二学期期末考前夕，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

适，吃不下饭，一到学校就呕吐。家长带到多

家医院进行检查，各项指标除了轻度贫血外都

正常。休学一个学期后情况有所好转，自己主

动要求复学，但复学第二天就又出现呕吐症

状，家长又不得不带回家，在家里一切正常。

这实际上就是对学校和班级产生了恐惧症，

早期发现的话，可以通过降低期望值、外界给予

鼓励和肯定等方式干预，症状可能不会恶化。

3.抑郁性神经症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

特征，且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

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

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有明

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

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

上、长者甚或数年，多数有反复发作现象。

高三某女生，学习成绩处于中下水平，家

庭条件不好，体态偏矮偏胖。该女生平时在班

里不大作声，但某一天突然走到一男生前，拿

凳子砸向他，并狂叫道：“我要把你的头割下

来！”几秒钟后她回到自己座位上恢复常态，若

无其事。教师找她谈话，她否认自己的行为，

并说：“只是对他开个玩笑。”据同学反映，她在

高一时就开始暗恋这位男生，曾跟其他女生说

该男生对她如何如何好，但事实并非如此。砸

凳事件后，家长将该女生领回家休息了几天。

父母反映其在家情绪低落，桌子上都是乱涂乱

画的纸。返校后经常发呆，偶尔会莫名其妙地

大喊一声，根本无法正常学习。由于严重影响

班级其他同学学习，不得已中断学业。

这是一例典型的单相思加自卑感导致的抑

郁性神经症，可惜等发作时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中学生正值青春期，自我意识发展迅速，

在自我价值追求、群体相处、异性交往等方面，

已经趋向成年人，但认识事物的完整性显然还

不够，加上学习压力大、阅历尚浅，原本普通的

心理冲突很容易泛化，从而引发严重心理问

题，甚至发展成为神经症。如果家长和教师通

过平时观察，及早发现学生的不正常现象，采

取措施进行引导，那么就有希望帮助学生尽快

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义乌市绣湖小学 骆英芝

作文课上，有的学生紧皱眉头“枯肠搜尽

无所得，笔头咬烂难成文”，有的学生东拼西

凑、胡编乱造，让人叹息不已。学生为什么怕

写作文？叶圣陶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心有所

思，情有所感，而后有所撰作。”作文教学应顺

其自然，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认真观察，悉心体

味，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练习写自然和社

会中一些熟知的事物，学习用自己的话准确地

反映自己“胸中”的“意思”和“情感”。

为此，笔者带领学生通过参与校园、家庭、

节日、社会、读书等系列主题活动，获取一定的

生活体验，激发表达的热情和欲望，使写作文

成为学生主动倾吐情感的过程。

一、留心校园主题，还原生活之真
对学生而言，校园是他们所处时间最长、

涉及面最广、获取信息最多的地方。但每当提

笔作文，学生仍然觉得校园里“没东西可写”。

对此，学校依据课程标准要求，可以有意识地

或根据学生意愿组织开展主题生活活动，解决

学生写作中的“无米之炊”问题，让学生真实地

表达自己的感情。

学生们可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课程和

社团活动。有的参加合唱团，在音乐的天地里

遨游。有的参加编织组，在手工的领域里尽显

手指的灵动。有的参加英语沙龙，在轻松愉悦

中感受语言的魅力……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把自己亲身经历

的一些事如实记录下来，就是纯真的童心和最

美的文字。

如学生吴睿博在《妙趣横生的读书》中写

道：“这边一堆，那边一簇，人头攒动。‘书香校

园，漂流生辉！’新颖别致的标语在阳光的照射

下熠熠生辉。有的同学抚摸着心爱的书籍，陷

入了往日美好的回忆中。有的讲述着自己与书

之间感人的故事，希望能给它找一个知音。有

的静静地看着书，脸上浮现出迷人的微笑……”

二、关注家庭主题，还原生活之善
家庭生活是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为

学生作文提供了大量而鲜活的素材，但事实却

是学生依然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写。笔者

便带领学生关注家庭生活相关的主题，帮助学

生消除熟视无睹的思维疲劳，引导学生去细心

观察，用心感受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可爱和成

长的烦恼。创造情境让学生更多地体验爱、感

悟爱、表达爱，作文教学是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如学生蒋杭熙在《家是温暖的港湾》中写

道：“清晨，家里和往常一样响起了交响曲。我

的咳嗽，是不和谐的音符。妈妈闻声赶来，看

到我咳嗽难忍的样子，轻声细语地说：‘你怎么

了？’我吞吞吐吐地说：‘妈妈，我很难受。’爸爸

听到这话像箭一样冲到我身边，急切地说：‘头

难受吗?’”

这样的文章细腻地还原了家庭生活，情真

意切，让人感动，也促使学生更深入地体悟父

母的艰辛。

三、链接节日主题，还原生活之美
我国有为数众多的传统节日，这些传统节

日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习俗、诗文、传

说、节令食品等。这些富有浓厚传统色彩的乡

风民俗一旦与写作课程相互碰撞，就能形成美

丽的交会点，为儿童搭建广阔的写作平台。

写好节日主题作文，需要教师巧妙的预设

和精心的指导。如围绕“三八”妇女节这个主

题进行系列活动，可以生成：感受亲情——记

录妈妈为自己做的一系列小事；学会感恩——

我为妈妈做贺卡；懂得报答——我为妈妈做早

餐。在主题活动中，学生用心地做着，细心地

感受着，记录下了动人的文字。

如学生陈云翔在《别样的“三八节”》中写

道：“我利用放学时间做了一张贺卡，上面贴上

了我和妈妈的照片，中间是一颗火红的爱心，

那是妈妈十多年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浓

浓的爱。妈妈终于回来了，她放下手中的菜马

上准备烧饭。我发现她一脸的疲惫，昨天晚上

妈妈赶工到十二点，今天一大早又忙着给我们

烧早饭。为了姐姐和我，她真是顾不得休息，

每天家里家外忙个不停。这一刻，我竟然发现

她眼角的鱼尾纹更深了……”

叶圣陶曾指出：“人是生来就怀着情感的

核的，如果能好好培养，自会抽芽舒叶，开出茂

美的花，结得丰实的果。生活永远涵濡于情感

之中，就觉这生活永远是充实的。”

四、走进社会主题，还原生活之爱
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笔者开展一系列主题

活动，如走进家乡名胜，欣赏自然风光；参观企业

市场，体会义乌经济腾飞；寻访名人踪迹，引导树

立远大志向；走进社区，为孤寡老人献爱心……

学生龚子一在《难忘的包装》中写道：“爸

爸带我们到了气派的包装厂，偌大的车间机器

轰隆，一条龙的先进设备让我们大为感叹。五

彩缤纷的包装纸让我们无所适从，在阿姨手把

手的帮助下，我笨拙地完成了第一份包装任

务。一回生，两回熟，我越包越顺手，出色地完

成了五十份包装任务。同学们也开心地告诉

我：这次体验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拿着自己辛

苦挣的钱，我们感慨万千。”

这样的主题生活，学生亲眼可见，亲耳可

闻，亲手可摸，并逐步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

会关爱，不亦乐乎。这样的作文教学，既充实

了学生作文语言的内容，又提高了学生对社会

生活的认同感，增强了学生对祖国、对家乡、对

人民、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五、展现读书主题，还原生活之乐
阅读与写作就如一对孪生姐妹，相依相

随，融为一体。而主题读书，就是立足课文，根

据单元教学目标，确立读书主题，读写结合，双

管齐下，以阅读带写作，以写作促阅读。例如，

学习《慈母情深》单元，可以推荐高尔基的《母

亲》，并引导学生写写读后感。这样的活动中，

学生们的作文常常能生动细腻、感情真挚，甚

至催人泪下。

如学生楼姿含在《读〈窗边的小豆豆〉有

感》中写道：“小豆豆就像一株株小苗，在‘巴学

园’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快乐、茁壮地成长

着。她在独特的电车里上课，咬着树皮测验自

己是否生病，品尝着山的味道、海的味道，可以

随便问老师奇怪的问题，可以自由去散步。童

年可以如此快乐，校园是这样的充满乐趣。”

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感觉不到是在写作

文，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是作文

的自然状态，也是作文的最高境界。“主题式作

文教学”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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