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核心素养在化学课堂落地

从化学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视角



立德树人·发展化学核心素养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让核心素养在化学课堂落地



1 Ø “钠的性质及其应用”
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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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Ø “沉淀溶解平衡”
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铅常被用作原料应用于蓄电池、电镀、颜料、橡胶、农药、燃料等制造业。铅

板制作工艺中排放的酸性废水(pH3=铅浓度最高，电镀废液产生的废水铅浓度也很

高。随着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 工业废水中的重金属铅作为一类污染物, 国家排放标

准中明确规定含铅废水的排放标准为铅总含1 mg/ L。



2 Ø “铁及其化合物”转化应用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Ø 放射技术轰开原子大门

球                      葡萄干              行星               轨道                 云

Ø 量子理论揭示核外电子运动

Ø 宏观类比建立原子结构模型

3 Ø “人类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化学研究物质的实验方法

4 Ø “研究物质的化学方法”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固氮
生命元素 污染

治理污染 放电实验光合作用

5 Ø “氮及其化合物”功与过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5 Ø “氮及其化合物”功与过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6 Ø 有机化合物合成专题复习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7 Ø 化合物性质比较专题复习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一、从化学课堂教学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Ø 人们相信：听讲是最有效的课堂学习方式

Ø 人们相信：刷题是最有效的提分方式

Ø 人们相信：优秀学校主要靠优秀的学生

Ø 听到最多：我们都是这么讲的，几十年了

Ø 辩解最多：教材、资料、试题是这么说的

Ø 想得最多：学生如果这样答给不给分？

Ø 其实：学生学习的“化学”是我教的化学

Ø 其实，创新是化学的特征之一，是对学生的培养要求

Ø 代表党和国家的意志，

Ø 代表学术共同体的观念

Ø 代表学生未来发展需求



立德树人

服务选才 引导教学

价值引领 价值引领

具体体现

选拔标准

培养质量

评价的核心功能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评价的核心内容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基础性

综合性 应用性

创新性

基本
核心
主干

结构
系统
交叉

生活
实践
社会

发现、质疑、创新

评价的核心要求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评价的重要载体

Ø 情境即问题情境，指真实的问题背景，是以问题或任务为

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

Ø 情境通常也分为学习探索情境、生活实践情境、学科前沿

情境，也可分为个人、地区、全球/国家情境，也可分为

简单、复杂情境。

基础
综合

应用
创新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化学学科核心价值

家国情怀

法治意识

以人为本

唯物辩证

严谨求实

批判创新

和谐发展

责任担当

u 核心价值引领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的学习评价

u 核心价值应充分体现在课程、课堂学习目标中

u 核心价值引领应体现在情境选择和设计中

u 核心价值需要长时间的内化过程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从测量学视角、基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对学科素养进行了描述。

“学习掌握”对应于“自主发展中的学会学习”，“实践探索”对应于“社会参与中的实践创新”，

“思维方法”对应于“文化基础中的科学精神”。“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从教育学视角描化学课程

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贡献，体现化学课程育人价值。



聚焦学科核心素养，达到考、教、学一致性的境界

1

2

3

4

物质结构与性质

化学变化及规律

化学实验与探究

物质转化及应用

A

B

C

D

化学观念及应用

科学思维与创新

化学实验与实践

科学态度与责任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高中化学学科结构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u 平衡的移动

u 平衡常数应用

u 变化中的守恒

u 平衡的应用

u 性质的应用

u 性质的探析

u 性质的预设

u 性质的验证

u 结构的表征

u 结构的预测

u 结构与性质

u 能量的转化

u 能量的表征

u 能量的应用

u 变化的条件

u 变化的表征

u 变化的实现

u 物质的制备

u 物质的转化

u 物质的应用

u 物质的组成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化学学科必备知识



化学学科学习能力

Ø 自信地面对复杂情境

Ø 有效地获取情境信息

Ø 快速地理解问题系统

Ø 准确地描述结论观点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宏观与微观相融合

基于比较的抽象概括

基于问题的模型建构

思 维 视 角

思 维 方 式

变化与平衡相统一

结构与性质相联系

基于迁移的质疑创新

基于实证的证据推理

学
科
思
维

化学学科思维能力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化学实验探究能力

实验现象分析能力

实验结果处理能力

实验方案设计能力

实验条件控制能力

化学实验操作能力

5

2

3

4

1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如果教学评价能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科学、有效地评价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水平，那么，学生评价成绩就能说明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水平，其所在学校的课程

实施就是坚持立德树人，就是进行着聚焦课程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

二、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看高中化学课程改革

1 由课堂教学和高考评价引发的思考



聚焦学科素养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让核心素养在化学课堂落地



　　进一步精选学科内容，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

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

核心素养的落实。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A Ø凝练化学学科大概念

Ø 爱因斯坦：什么是教育？当你从学校出来以后，把

所有学到的内容都忘记了，剩下的内容就是教育。

Ø 怀特海：定要等你课本弄丢了,笔记本都烧了,为了

准备考试而记在心里的 各种细目全部忘记了,剩下

的东西,才是你所学到的。

Ø 教育能忘记的是事实性知识、是细节性知识，不会

忘记的是观念、是方法、是思维、是能力和价值观。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Ø 学科观念不是核心素养，是发展学科素养的前提条件。当学生掌握了学科观念，

并用之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学科观念就转化为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化学学科观念

基于学术的学科观念 基于课程的学科观念

A Ø凝练化学学科大概念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Ø 大概念是指基于事实基础上抽象出来的，能够解释和预测较大范

围内事物和现象的，涵盖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帮助学习者认

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是少数的、可迁移的核心概念。

Ø 大概念是在忘记具体经验和事实之后还能够长久保留的中心概念

(central concept)，是学生可带走的信息(take-home message)

Ø 大概念居于学科的中心位置，有限的学科大概念之间相互联结，

共同构成了学科的连贯整体，使学科不再被视为一套断断续续的

概念、原则、事实和方法。

A Ø凝练化学学科大概念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1 物质都是由微粒构成的；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化学变化通过原子重新排列

生成新的物质；原子所含有质子和电子相反电荷的相互吸引，使原子维系在一起并

构成物质。

2  物质发生变化时会伴随能量的转化，但能量的总量总是不变的。

3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发生变化，化学变化中原子重新排列生成新物质；物质变化中

表现的性质可以用微粒的行为来解释；物质发生化学变化遵循质量守恒等规律。

4化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都基于观察和实验的证据；化学原理、理论模型都必须与实

验事实相吻合，并接受实践检验；任何化学原理和理论模型都将会随着新的事实获

得而被修正。

5 化学科学技术成果使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显著的变化，能为人类服务；化学

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会产生许多创新，需要在人类安全、对环境影响、道德、伦理等

方面做出判断。

A Ø凝练化学学科大概念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事实性知识……事实性知识…

……具体概念………

大概念

学科观念

跨学科观念

哲学
观念

归
纳
　
概
括
　
抽
象
　

演
绎
　
迁
移
　
应
用
　

Ø 大概念是学科最核心概念，处于学科结

构中心位置。

Ø 大概念在学科结构中形成网络，构建了

学科结构体系。

Ø 大概念是学科事实和具体概念的结构化

和高度抽象概括。

Ø 大概念具有广泛迁移应用性、相对稳定

性和不断发展性。

Ø 大概念是形成学科观念的基础，指向学

科核心素养。

A Ø凝练化学学科大概念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学科观念 学科大概念（核心概念）

物质与能量 物质多样性、元素、能量及其转化

结构与性能 微粒与尺度、元素周期律、相互作用、空间排列

变化与平衡 化学反应、反应速率、化学平衡、条件控制

实证与实验 化学实验、变量控制、定量分析、物质转化

价值与应用 物质应用、STSE、绿色化学、伦理道德

A Ø凝练化学学科大概念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化学主题　 化学学习单元 核心内容 化学大概念

化学科学与实验探究
1.丰富多彩的物质

2.研究物质的实验方法

物质的量、离子反应、氧化还原

物质检验和分离，物质的量溶液

物质是多样的，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发生转化

观察和实验（定性和定量）是认识和研究物质的常用方法

常见无机物及其应用

3.从海水获取的物质

4.铁与金属材料

5.氮、硫应用与污染

钠、氯、碳酸钠、碳酸氢钠、溴

铁的冶炼、化合物性质、合金防腐

氮、硫化合物、氮、硫氧化物污染

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物质的性质具有广泛

应用；化学成果的应用需要分析对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物质结构基础与化学

反应规律

6.物质结构与性质

7.化学反应原理初步

原子结构、元素周期键、化学键

化学能与热能、电能的转化

化学反应速率、可逆反应

物质是由微粒构成的，微粒间存在相互作用，物质的结构决

定物质的性质；化学变化是有条件的，化学变化伴随能量的

转化，化学变化遵循一定规律

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及

其应用

8.生活中的简单有机物 有机物结构、简单有机反应、有机

营养物

物质结构决定性质；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

物质的性质具有广泛应用

化学与社会发展
9.化学与社会发展 材料、能源、资源利用 通过化学反应创造物质对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产生显著的影

响；化学成果的应用需要分析对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高中化学必修主题内容与大概念

A Ø凝练化学学科大概念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在特定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生的

学以及对学习的评价应该具有目标的一致性。

    教学评一体化”,不是一种特定的、固化的教学

模式，而是一种课堂教学的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

教学评一体化”强调课堂教学目标、教师教学活动、

学生学习活动和教学评价的“一致性”，要求教师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整体的、一体化的考虑教、学、

评等环节和内容。

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基础是教学设计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学
习
目
标
确
定

达
标
证
据
研
制

Ø 课程核心素养表现

Ø 课程学业质量标准

Ø 课程标准主题内容

Ø 学生认知发展水平

Ø 学业水平考试要求

Ø 教育教学资源利用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重点是目标设计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聚焦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Ø 防止将课程核心素养的维度作为标签贴在教学目标上。

Ø 教学实践活动、评价指标应在教学目标中充分体现。

Ø 教学目标应符合“少、精、准、明”的原则。

Ø 认真分解“课程目标→模块目标→单元目标→课时目标”。

Ø 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行为表现视角设计教学目标。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重点是目标设计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单元学习目标

课程目标 学科观念 学业质量 单元内容

学生学情 教学资源 教学活动 教师教学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重点是目标设计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重点是目标设计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1. 通过实验探究等活动，能从硫、氮及其化合物的主要性质和转化条件，从物质类别、元素价

态等视角，应用氧化还原反应的原理，认识硫、氮及其化合物的主要性质和转化条件；能用“宏

－微－符”相结合的方式表征氮、硫及其化合物的转化，形成物质性质及其变化是有条件的观念。

2. 通过资料查阅、交流讨论等活动，认识硫、氮在自然界的循环，形成变化与平衡相统一的观念。

3. 通过交流讨论、自主学习等活动，能从辩证的视角说明硫、氮及其重要化合物在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认识含氮化合物和含硫化合物对环境的影响，和防治的原理，建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建立

社会责任的意识。

单元名称：氮、硫化合物应用与污染



单元名称：原子结构与性质

1. 了解科学家探究原子结构模型的过程和方法，能描述原子核外电子排布，能说出说出原子

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2. 通过实验探究、数据和事实，探究同周期、同主族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能正确使用元素周

期表，认识原子结构（构）－在元素周期表中位置（位）－元素性质（性）的关系。

3. 认识化学键的主要类型离子键和共价键的形成过程和特征， 能判断简单离子化合物和共价

化合物中的化学键类型，能运用化学键解释物质的某些性质。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重点是目标设计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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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学习参与、专注和习惯：课堂观察

Ø思维、操作、合作、交流：活动表现

Ø知识理解、掌握、应用：作业测试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难点是教学评价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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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合金及其合金在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广泛应用，但铁很容易生锈（铁生

锈是铁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作用生成铁锈Fe2O3·6H2O），铁制品在使用时

都要注意保护。人们在生活中发现：（1）用两把材质和品牌相同的铁制菜

刀分别切猪肉和切咸菜，结果切咸菜的菜刀比切猪肉的菜刀更容易生锈。

（2）生锈的铁钉放入稀酸溶液中就能除去铁钉表面的铁锈。

请回答下列问题：

（1） 请解释“切过咸菜的菜刀”比“切过猪肉的菜刀”更容易生锈的原因。

（2） 如果有一生锈的铁钉，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将铁钉表面的铁锈除去？如果将生锈的铁钉放

入稀硫酸中除锈，请预测可能发生的反应，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

Ø 教学评一体化的难点是教学评价B Ø倡导化学课程教学评一体化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Ø 单元教学是建构学科大概念的必然需求。

Ø 单元教学是将化学知识结构化的必由之路。

Ø 单元教学是减轻学生记忆负担和重要途径。

Ø 单元教学是课堂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唯一通道。

Ø 单元教学需要教师提升教育素养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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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化学课程结构和学科素养的融合划分单元

1

2

3

4

物质组成与性质

化学变化及规律

化学实验与探究

物质转化及应用

A

B

C

D

化学观念及应用

科学思维与创新

化学实验与实践

科学态度与责任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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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化学学科大概念和课程结构划分单元

1

2

3

4

A

B

C

D

E

认识丰富丰富多彩的物质

探究物质结构与性质关系

探析化学变化及其规律

体悟物质转化与应用价值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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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学科大概念 教材结构核心素养 学生学习

从海水中获得的物质 铁与金属材料 硫、氮应用与污染防治 生活中的有机物

化学观念及应用 科学思维与创新 化学实验与实践 科学态度与责任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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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主题　 化学学习单元 核心内容 化学大概念

化学科学与实验

探究

1.丰富多彩的物质

2.研究物质的实验方法

物质的量、离子反应、氧化还原

物质检验和分离，物质的量溶液

物质是多样的，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发生转化

观察和实验（定性和定量）是认识和研究物质的常用方法

常见无机物及其

应用

3.从海水获取的物质

4.铁与金属材料

5.氮、硫应用与污染防治

钠、氯、碳酸钠、碳酸氢钠、溴

铁的冶炼、化合物性质、合金防腐

氮、硫化合物、氮、硫氧化物污染

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物质的性质具有广泛

应用；化学成果的应用需要分析对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物质结构基础与

化学反应规律

6.物质结构与性质

7.化学反应原理初步

原子结构、元素周期键、化学键

化学能与热能、电能的转化

化学反应速率、可逆反应

物质是由微粒构成的，微粒间存在相互作用，物质的结构决

定物质的性质；化学变化是有条件的，化学变化伴随能量的

转化，化学变化遵循一定规律

简单的有机化合

物及其应用

8.生活中的简单有机物 有机物结构、简单有机反应、有机

营养物

物质结构决定性质；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

物质的性质具有广泛应用

化学与社会发展
9.化学与社会发展 材料、能源、资源利用 通过化学反应创造物质对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产生显著的影

响；化学成果的应用需要分析对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高中化学必修大单元的划分及名称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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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模块　 化学学习单元 核心内容 化学大概念

物质结构与
性质

10.原子结构与元素性质

11.分子结构与物质性质

12.晶体结构与物质性质

原子结构、电离能与电负性元素周期律

杂化、共价键类型、分子空间构型、氢键

离子晶体、共价晶体、分子晶体

物质是由微粒构成的，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基

本单元，微粒间存在相互作用，物质的结构

决定物质的性质

化学反应原
理

13.化学反应与能量

14.化学反应速率与平衡

15溶液中的平衡及应用

焓变、原电池与电解池、金属电化学腐蚀与防腐　

反应速率、基元反应活化能、平衡常数、平衡移动

电离平衡、水解平衡、沉淀溶解平衡

化学成化学变化是有条件的，化学变化伴随

能量的转化，化学变化遵循一定规律；通过

化学反应创造物质对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产

生显著的影响

有机化学基
础

16.有机化合物结构与类型

17.有机反应及应用

18.有机合成及应用

官能团、结构表示、异构现象、结构测定、分类

取代、加成、缩聚、酯化等反应

有机合成思路和方法、有机合成物的应用

物质的结构决定物质的性质；物质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物质的性质具有广

泛应用；化学技术成果的应用需要分析对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高中化学选择性必修大单元的划分及名称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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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单元名称：回答“单元主题内容是什么”的问题。

Ø 单元目标：回答“期望学生学会什么”的问题。

Ø 评价任务：回答“如何知道学生学会什么”的问题。

Ø 学习活动：回答“学生经过哪些活动进行学习”的问题。

Ø 作业检测：回答“如何检测和应用学习结果”的问题。

Ø 建构反思：回答“如何自我建构和发现新问题”的问题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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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建构

整体感知

拓展迁移

应用重构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2 聚焦学科素养　变革化学课堂教学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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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阶段 学时 学习活动

整体初构 2

1.认识空气质量指标，了解空气污染物

2.总结氮、硫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和应用

3.建构氮、硫及其化合物“价－类”图

探究建构 4

4.从原子结构视角分析预测硫、氮及其化合物性质

5.实验探究硫及其化合物的主要性质

6.实验探究氮及其化合物的主要性质

7.构建氮、硫及其化合物的转化

拓展新构 3
8.烟气的脱硫脱硝

9.硫酸、硝酸的生产发展与性质应用

应用重构 4
10.单元重构：氮、硫及化合物的转化

11.单元过关：综合运用本单元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



Ø 总结归纳已有知识和经验，形成初构基础

Ø 以情境为载体，在情境中发现关提出问题

Ø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回答单元中的简单问题

Ø 通过“阅读理解”等活动，提出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Ø 帮助学生粗略建构本单元的体系

Ø 感知初构如同“剧情简介”，让学生“困惑”、“糊涂”

进阶1：自学初构。整体、粗略

整体初构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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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评一体化”观照下的化学课堂教学

整体感知

Ø 问题1：空气中硫化物气体主要有哪些？

Ø 问题2：空气中硫化物气体的主要来源有哪些？产生硫化物的原

理是什么？

Ø 问题3：空气中硫化物气体可能发生哪些反应？有哪些危害？

Ø 问题4：如果减少空气中硫化物气体含量？其应用了硫化物气体

的什么性质？

Ø 问题5：硫化物气体有害无益吗？其有哪些应用？

二、聚焦核心素养，实施大单元教学

进阶1：整体初构　自学、复习、整体、粗略



整体初构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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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探究建构是带着困惑的主动探究

Ø 聚焦本单元的核心内容进行探究。

Ø 在有逻辑、有结构的学习活动中，进行多样的探究学习。

Ø 基本完成本单元核心内容的学习，达到基本要求。

Ø 帮助学生完整建构本单元的内容结构体系。

Ø 达到理解学科大概念和学科观念的目标探究建构

进阶2：探究建构。基础、详实、系统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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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建构

Ø 从原子结构的视角预测含硫化合物的类型和性质

Ø 设计实验方案探究含硫化合物的主要性质

Ø 设计方案实现含硫化合物的转化

Ø 归纳总结含硫化合物的性质及应用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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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聚焦本单元的核心内容的知识产生与发展过程

Ø 多视角分析解决与本单元相关的问题。

Ø 迁移运用本单元核心内容解决复杂情境问题。

Ø 通过“资料”帮助学生创造性建构本单元的内容结构体系。

Ø 达到深入理解学科大概念和学科观念的目标

Ø 迁移、新构是扩展性的、立体的、创造性的建构

进阶3：拓展迁移。发展、深入、创新拓展迁移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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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迁移

1 Ø 硫化物的性质及应用

2 Ø 烟气脱硫脱硝（SO2和NOx的同时除去）

3 Ø 硫酸生产的发展及硫酸的性质应用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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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4：应用重构。评价、应用、反思性建构

Ø 聚焦本单元学习目标和学业要求进行实践应用。

Ø 在实践应用中发现问题，完善、重构单元内容体系。

Ø 进一步提出后续学习中需要探究的问题。

Ø 通过实践应用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提升学习能力

Ø 发展运用学科大概念和学科观念解决问题的能力。

Ø 应用重构是基于评价、检测、反思基础上的完善性建构应用重构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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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一点 实验探究，少一点“人为想像”

2 多一点质疑创新，少一点“传统习惯”

3 多一点科学观念，少一点“事实知识”

4 多一点 实践应用，少一点“理论学术”

5 多一点科学思维，少一点“死记硬背”

6 多一点 条件意识，少一点“规律定律”

7 多一点探索过程，少一点“概念结论”

8 多一点 课程思政，少一点“知识至上”

C Ø实施大单元整体化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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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选择、设计情境问题

系统建构、组织单元教学

大胆探索教学评一体化

认真研读、分析核心素养 全面研讨、优化学业标准

深刻认识、理解化学本源

创新设计、组织探究活动 不断探索、研究评价改革

立德树人，在化学课堂中发展核心素养是艰巨的工程



请 指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