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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导向下高三化学课堂模式探究

       以叶虹老师的示范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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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虹老师观摩课：模式

联想质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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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研讨：方向、平衡、速率、催化剂

知识建构：化工生产适宜条件选择的一般原则

迁移应用：问题解决，分析归纳

建构模型：化学生产条件的选择

巩固提升：课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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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虹老师观摩课：素养导向

l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l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l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l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l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从学科观念和思维方式视角对化
学科学思维的描述

化学科学实践能力与意识

必备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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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虹老师观摩课：学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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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学习程序

1.完成学案，梳理学习目标所需要的必备知识

2.基于问题，展示学习成果，完善知识体系

3.理解分析问题的路径，重构解决问题的知训能力体系

4.运用重构的知识体系，分析典型试题，建模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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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备课过程

1.学习需求分析（学情分析）：谁学（主体）？为什么学（要求）？
学生能学好吗（学情）？

2.方案设计：学什么？（目标） 如何学？（方法）

3.问题开发（核心）：通过什么问题达到目标？问题从哪里来？

4.活动实施：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如何助学与导学？

5.目标评价：如何进行学习过程？教师如何助学与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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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教学过程

1.课堂导入：基于目标创设真实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提炼问题；

2.问题解决：基于学情理解问题，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思路；

3.知识建构：基于内容梳理必备知识，学生展示知识体系，教师点评；

4.迁移运用：基于建构的知识体系、能力素养，迁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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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点评要点

1.从是否有新角度，是否真实，是否有价值，点评情境创设

2.从是否符合学情，是否有梯度、有深度、有创造性点评问题设计

3. 从学生展示方式多样性、内容的完整性、结果的有效性点拨学生知

识体系建构中的盲点、误区；

4.从实验的适切性、真实性、创新性点评实验的探究效果

5.从是否有新整合，是否基于证据，思维是否连贯点评知识建构

6.从运用途径是否清晰、运用方法是否合适、运用的效果是否有效等

点评迁移运用。试题重点从解题步骤是否全面、解题思路是否清晰、解

题技能是否提高、解题质量是否高效等方面点评。



基于核心素养的公开课

为什么学？

学什么？

怎么学？

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

从“知识”到“价值”的转变！

从“如何教”到“如何学”的转变！

从“促学”到“评价”的转变！学得怎么样？



守好自己的阵地

2希望
Contens 用好学习的机会

做好提升的准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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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