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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冲出较均匀，口感好的豆浆呢？



调查学生结果：







拓展：如何冲奶粉、咖啡、藕粉等亲水性差的固体小颗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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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实验最佳方案：

多、快、好、省、环保



CuO
(SiO2、Fe2O3) CuSO4溶液酸溶 加碱调pH过滤 过滤

酸溶：1.可不可以碱溶？
            2.用什么酸溶解？
            3.怎么加？
            4.加多少？

过滤：可不可以省略？
            

边搅拌边加入1.0mol/LH2SO4至固体不再溶解，边搅拌边滴加1.0mol/LNaOH调节溶液pH为3.2~4.7，

过滤，

1.过滤后的滤液中含有硫酸钠
杂质是否要除去？
2.滤渣是否要洗涤并将洗涤的
滤液与滤液合并？            

将所得的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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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方案解题模式

 



一、化学教学取向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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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综述



 1.化学教学的知识取向

       19世纪中期，化学课程逐渐在西方中学大规模开设。

       “讲什么”： 模仿大学的化学教学，重视化学学科知识教学；

       “怎么讲”：教师从一般的原理出发，教条式地讲述、传授、讲

解和教诲；

          化学教学的知识取向，其基本理念是“知识为本”，重视“双

基”的教与学。



        2.化学教学的能力取向

       从20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先导，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化

学教育现代化运动。这次运动的重大意义在于,大力倡导通过科学探究活

动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自此，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力成为了化

学教学的一种新取向。

     “能力为本”是这种化学教学取向的基本理念，在注重“双基”教学

的同时,强调通过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3.化学教学的素养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技术化趋势日益显著。

每位公民都有义务和权利参与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就必

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基于此，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成为世界各国面向新

世纪化学教学改革的目标。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关注STSE (科学、技术、社会、

环境)问题，成为科学素养取向的化学教学的重要特征。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更加显著，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教育应重点培养人才的哪些“关键素质和综合能力”，成

为国际教育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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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究
“5E”教学模式







    自1784年发现氨气，到1913年才实现了合成氨的工业化生产。

为什么会经历如此漫长的发展过程?

情境引入—主题情境化

活动探究—任务问题化

化工生产的适宜条件



化工生产适宜条件选择的一般原则
条  件 原    则

从化学反应速率分析

从化学反应限度分析

从原料的利用率分析

从实际生产能力分析

从催化剂的使用活性
分析

既不能过快，又不能太慢

既要注意外界条件对速率和平衡影响的一致性，
又要注意二者影响的矛盾性
增加易得廉价原料，提高难得高价原料的利用率，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如设备承受高温、高压能力等

注意温度对催化剂活性的限制

归纳建模—内容结构化

多、快、好、省、环保



拓展应用—知识综合化

审题 原理 视角 答题

单一原因：条件→过程性原因→结论

多种原因(协同关系)：条件→过程性原因1、2→结论

多种原因(竞争关系)：条件→过程性原因1>过程性原因2→结论



总结评价—评价多元化



三、高三课堂教学的探讨

五
环
节

情境引入：主题情境化

活动探究：任务问题化

归纳建模：内容结构化

拓展应用：知识综合化

总结评价：评价多元化

1.专题复习课模式



三、高三课堂教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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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题复习课模式



1.1.1新高考命题原则：

     以真实情境为测试载体

        试题情境的创设应紧密联系

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体现科学、技

术、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成果，注重真

实情境的针对性、启发性、过程性和

科学性，形成与测试任务融为一体、

具有不同陌生度、丰富而生动的测试

载体。

      1.1情境化—创设真实问题

情境，促进学习方式转变。



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试题命制框架

    试题情境为实际问题的提出服务,

化学知识为实际问题解决的工具,在解

决实际问题时,考查化学学科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基础上,体现出

对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

    情境中考查学科内容，是最能体

现“学科育人价值”，也是唯一路径。

 

   1.1.2情境在试题命制中的重要性



• 新颖性

• 熟悉性
新闻时事

• 真实性

• 指导性
化学史实

• 直观性

• 探究性
实验探究

• 实用性

• 科研性
STSE问题

1.1.3情境素材



1.1.4情境化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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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分析

调蓝剂增强土壤
酸性的原因？

使用调蓝剂没有
开蓝色花的原因？

酸性土壤怎么调
出粉色花？

盐类水解的概念

影响盐类水解平
衡的因素

盐类水解的应用

盐类水解及应用

情境线 知识线



        1.2问题化—巧设问题，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
关键能力。

浅表性
问题

驱动性
问题

生成性
问题



驱动性问题举例分析

溶液的
酸碱性

日本核废水排海事件 1.为什么不能直接排放工业废水？
2.工业酸碱性废水如何处理才能排放？

检验工业废水的酸碱
性

1. 滴加几滴酚酞末变红的溶液一定显酸性么？
2. 滴加几滴甲基橙呈黄色的溶液一定显碱性么？
3. pH=7的溶液一定显中性么？
4. 判断溶液酸碱性的依据是什么呢？

处理工业酸碱性废水
达到排放标准

1.工业酸碱性废水达到排放标准是什么？
2.根据所提供试剂如何设计可操作的实验方案？
3.工业上处理酸碱性废水需要注意什么？

准确测定工业废水中
酸碱的浓度

1.滴定终点时酸碱一定恰好中和吗？
2.指示剂的选择对实验结果影响大吗？
3.弱酸或弱碱参与的滴定实验，如何选择指示剂呢？
4.若滴定计算出的盐酸浓度偏低，可能是哪些因素
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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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性问题举例分析



举例分析



举例分析

慎总结 慎选题！









实验探究是学生生成问题的重要途径



        1.3结构化—重视化学教学内容的结构化，提
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知识
关联

认识
思路

核心
观念



举例分析

硫及其化合物性质及其应用

硫及其化合物的“价类图” 元素不同价态相互转化关系图硫不同价态相互转化关系图



初步判断酸碱性

显酸性 显碱性

求c(OH-)

求c(H+)

pH = - lg c(H+)

显中性

pH = 7（25℃）

pH计算的思维模型

举例分析



        1.4综合化—将复习内容充分融合，提高学生
融会贯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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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特色



举例分析

氧化还
原反应

离子
反应

有机
反应

电化
学

计算



二轮复习-主题式复习 非典型主题式：情境中的氧化还原反应



        1.5多元化—构建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让学
生学会反思、完善化学知识思维。



2.试卷讲评课模式

讲评方式

归类讲评

重点讲评

过程讲评

变式讲评

反思讲评

由错误到醒悟

由失误到彻悟

由彻误到勿误

最后做到无误



第二次适应性考试-基础题篇



A

D

电子式、原子符号、σ、π键、共价、离子化合物判断



C 空间构型判断
离子、原子基态核外
电子排布式
氧化剂、还原剂判断

B

得失电子判断

负 正



基于证据推理类试题的解题策略



审题 原理 视角 答题

H2O H2SO4

视角：
浓度
温度
催化剂



H2O H2SO4

视角：
浓度
温度
催化剂



H2O H2SO4

视角：
浓度
温度
催化剂



H2O H2SO4

视角：
浓度
温度
催化剂 √



H2O H2SO4

视角：
浓度
温度
催化剂 √



证据推理类试题的解题操作模型



       为庆祝2019联合国“国际化学元素周期表年”（IYPT 
2019），传播元素及化学知识，展示当代青年化学家风貌，
中国化学会面向会员遴选118名青年化学家，作为118个化
学元素的“代言人”，组成“中国青年化学家元素周期
表”。



感谢指导
感谢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