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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初中化学课堂教学革新，以X中学为样本，深入开展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实践探索。在剖

析“核心素养”于中学课堂教学领域研究现状时，采用文献调研法，梳理过往成果与不足，明晰研究方

向。为洞察X中学师生对“核心素养”导向课堂教学的认知与应用程度，设计并发放问卷调查，广泛收集

数据，精准把握师生学情。基于调查结论，精心构建特色教学设计，将“核心素养”深度融入初中化学

课堂，并予以实施。教学过程中，通过分组教学观察课堂氛围，结合随堂测试结果，多维度评估“核心

素养”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实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核心素养”融入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不仅有效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还在学生情感价值观塑造及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过

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本研究为初中化学教学中践行“核心素养”培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对推

动中学化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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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nov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ing. Taking 
X Middle School as a sample, it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s based on “core 
competencies”. When analyz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middle school class-
room teach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to sort out past achievements and defi-
ciencies, thus clarifying the research direction.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
cation of “core-competency-oriented” classroom teaching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X Middle 
School,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and distributed to collect extensive data, precisely grasping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a characteristic teach-
ing design was meticulously constructed to deeply integrate “core competencies”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classes and implemented accordingly.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was evaluat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by observing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in group-based teaching and combin-
ing it with the results of in-class tes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ing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le-
ments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but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shaping students’ emotional values and establishing their correct worldviews, outlooks on life, 
and valu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com-
petenc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and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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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素养”一词始于西方文明，其英文为“competence”，拉丁文词根为“competere”，在这个词根

中，“com-”代表着“聚合”，即人们或事物因共同的目标或利益而聚集在一起；而“petere”则代表“追

求、奋力向前”，象征着对目标或理想的持续追求和不懈努力。将这两部分结合，“competere”就有了

“合力奋斗”的意思。英汉大词典中将“素养”翻译为“能力、胜任”。因此，最初的“素养”可以被

理解为个体在面对各种生活和工作情境时，所展现出的一种恰当应对的综合能力，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一

个人的存在状态或者能力水平。“核心素养”也被称为“21 世纪素养”，是指个体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

中所必备的品格与综合能力。深入探究“核心素养”的本质发现其与“道德创造性”紧密相连，这里的

“道德创造性”并非仅仅指道德层面的创新能力，而是指个体在遵循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所具备的适应

社会发展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的儒家思想，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道德创造

性”。因此，“核心素养”这一观念有着连通中国传统文化与信息时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培养“核心素

养”不仅可以促进个体全面发展，也能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为我国构建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求的课程

体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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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素养”研究现状 

1994 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正

式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我国也从此步入了素质教育的时代[1]。1996 年，《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被正式

批准，《纲要》指出“我们需要革新教育培养方式，实现从传统的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转向综合素

质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2]。199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启动了“competencies 的界定与遴选：理

论和概念基础”项目(DeSeCo)，旨在确定“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ies)”[3]。1999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分析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趋势，解释了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性[4]。此后，素质教育在全国普遍实施。2000 年，欧盟在发布的《发展适应经

济需求的“新基本能力”》报告中强调了终身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五项核心基本技能[5]。2001 年，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行了部署[6]。从此，义务教育

阶段的课程改革在全国大范围推进，建立了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美国教育部在 2002
年和 2007 年分别颁布了《2002-2007 年战略计划》和《2007-2012 年战略规划》，在法律层面保障了

“核心素养”教育目标的有效实施[7]。2002 年，欧盟委员会工作组详细阐述了“什么是 key competen-
cies”[8]。2003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立了“核心素养框架”，由 12 个国家的专业力量，经历多

年理论与实践而得出《为了成功人生和健全社会的核心素养》的成果[9]。2004 年，欧盟理事会与欧盟

委员会联合发布了“ET 2010”计划(教育和培训领域未来十年发展规划)，8 项“核心素养”首次出现

在欧盟官方文件中[10]。自此之后，许多先进国家将“核心素养”纳入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并进行教

育实践[11]。同年，国务院正式批转了《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

动计划》的实施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12]。2006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
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这标志着素质教育已经步入依法

推进的轨道。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2014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提出

“核心素养”及“核心素养体系”的概念，强调了个人品德的修养、社会关爱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

也着重指出了自主发展能力、合作参与精神以及创新实践技能的培养和提升，“核心素养”也成为了

我国基础教育研究的新热点[13]。2016 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发布，为中

国教育指明方向[14]。2017 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其中明确提出了应该培养学生的核心技能与关键素质[15]。同年，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学

校管理标准》要求“加强学生认知、合作及创新等能力的培养”[16]。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强调“加强核心素养培养，科学规划大中小学课程”[17]。2022 年，新修订

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要求“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根据“核心素养”的要求确定了

课程目标，优化了课程结构[18]。《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中提出的

“化学核心素养”可归纳为“观念、思维、态度与责任、探究与实践”四个方面[19]。2023 年，以“聚

焦核心素养、提升教学质量”为主题的“中学思政学科教学研讨活动”在重庆大学城第四学校举行。

活动围绕“区域教研经验交流、教育政策形势学习、中高考评价分析、新时期思政学科教研活动开展”

等四个议题进行探讨。2024 年，“指向‘核心素养’培育的新教研项目启动与培训会议”在上海举行，

该教研项目研究立足于“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研究水平及数字素养水平”构建支撑高质量课堂和教师

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教研体系，促进校本教研深度发展。 
《课标》不仅强调要与小学科学课程和高中化学课程保持紧密的衔接，确保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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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关注与义务教育阶段其他相关课程的关联性，促进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融合，以提供更全面、均衡

的教育。我国对初中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将“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入初中

化学课堂教学当中、解决当前融入“核心素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以 X 中学初三化学

课堂教学为例，研究了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在 X 中学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 

3.“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和实践策略 

3.1.“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 

开展“核心素养”在 X 中学的研究之前，了解“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是非常必要的。“核心素养”

是指个体在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涵盖了学科知识和技能，

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学生的自主性、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合作与沟通等多方面的能力。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社

会责任等方面。 
1) 化学观念 
主要包括对物质的本质及其变化的深刻认识。首先，物质是由元素构成的，这一观点揭示了物质构

成的微观基础。其次，物质具有多样性，这反映了物质世界的丰富和复杂。然后，了解到物质的基本构

成单位是分子和原子，这为学生理解物质的性质和行为提供了关键视角。最后，化学变化的核心特征在

于新物质的生成，这是区分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的重要标志。这些观念是认识物质及其变化，以及解决

实际问题的基础。 
2) 科学思维 
主要体现在学生如何运用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和归纳等逻辑思维方法来攻克化学难题，并深入

理解其背后的科学规律。此外，科学思维还强调基于实验事实进行证据推理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能够依

据实验数据和观察结果构建出合理的理论模型，并据此预测物质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学会

对不同的信息、观点和结论进行审慎评估，不盲从权威，不轻易接受未经证实的观点，从而形成独立的

科学判断力。最后，科学思维也鼓励学生提出创造性见解，挑战传统观念，勇于提出新的假设和理论，

这种创新精神对于推动化学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能力不仅是化学学习的关键，更是未

来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3) 科学探究与实践 
要求学生理解科学探究的本质，具备发现和提出具有探究价值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能够引导他们

深入探索科学的奥秘。基于问题和假设，学生需要确立明确的探究目标，并精心设计探究方案，通过实

验来验证和深化理解。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学生应当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同时，当遇到

非常规情况时，他们应当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4)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要求学生展现深入细致、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认识化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绿色化学生活。对于化学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学生应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做出明智和正确的价值判断。 

3.2. 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核心素养”元素的挖掘 

深入挖掘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的“核心素养”元素是确保将“核心素养”有效融入初中化学课堂教

学的关键。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更能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探究精神以及社会

责任感。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中部分知识点所对应的“核心素养”的相关案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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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evant cases corresponding to “core competencies” for the knowledge points 
表 1. 知识点所对应的“核心素养”的相关案例 

学习主题 知识点 “核心素养”相关案例 

绪言 
化学发展史 凯库勒苯环结构理论——化学观念 

化学对人类的影响 痛痛病，瘦肉精——化学与生活 

走进化学世界 
物质的变化 水的三态变化——化学观念 

实验探究学习 蜡烛燃烧生成什么——探究精神 

我们周围的空气 
空气污染 温室效应，酸雨——环境保护 

氧气 普利斯特里制氧气——探究精神 

物质构成的奥秘 
分子与原子 毒气战——爱国情怀 

元素 医疗领域的应用——化学与生活 

自然界的水 
水的污染 太湖蓝藻暴发——保护水资源 

水的净化 泥水怎样变干净——探究精神 

碳和碳的氧化物 
碳的几种单质 古画千年不褪色——传统文化 

CO2对生活的影响 温室效应——环境保护 

燃烧及其利用 

燃烧与灭火 贵州山火——社会责任感 

燃料对环境的影响 温室效应，酸雨——环境保护 

开发新能源 太阳能发电——创新思维 

金属和金属材料 合金 长板理论——取长补短 

溶液 溶液的形成 一条鱼腥一锅汤——化学观念 

酸和碱 
常见的酸和碱 候氏制碱法——科学家精神 

酸和碱的中和反应 工业废水的处理——环境保护 

盐 化肥 
生活中常见的盐 丝绸之路贸易——团结互信 

化学肥料 调节土壤酸碱度——化学与农业 

化学与生活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 肥胖症——健康生活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 佝偻病，贫血——化学与健康 

有机合成材料 合成纤维——绿色化学 

3.3. “核心素养”融入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的实践策略 

1) 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2) 创设情境化教学：通过创设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化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化学知识，培

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 
3) 强化实验教学：通过实验活动，学生可以直观地观察和了解化学现象和原理，培养学生的实验技

能和科学探究能力。 
4) 开展合作学习：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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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3.4. 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体系在现代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帮助教师识别教学中的优点和不足，调整

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也能增强教学过程的透明度，使家长和社会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学校的

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情况；还有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教学评价体系是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通过不断实践和完善评价体系，我们可以不断总结教育改革

的经验和教训，为教育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借鉴，促进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制

定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图 1)： 
1) 评价体系构建的目标 
评价体系的目标是全面、准确地评估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养情况，不仅能指导评

价体系的设计和实施，而且对整个教育过程、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图 1. 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2) 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表 2) 

 
Table 2.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表 2. 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 

教学目标评价 
教学目标是否明确、具体、可操作，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教学目标是否涵盖“核心素养”的各个方面，如科学精神、实验技能、问题解决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等。 

教学内容评价 教学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创新性；是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和科技发展紧密相关； 

教学内容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教学方法评价 
教学方法是否符合学生学习特点，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教学方法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如通过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和创新精神。 

教学过程评价 
教学过程是否注重学生的参与和体验，是否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教学过程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如通过小组讨论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 

学习成果评价 学生对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在实验探究、问题解决、创新实践等方面的表现； 

在科学兴趣、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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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体系的反馈与改进 
根据评价结果，教师应及时反思和调整教学策略，优化教学设计，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也应关注评价体系的实施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通过以上的评价体系，

教师可以全面、准确地评估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养情况，为教学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

和支持。 

4.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调查及分析 

4.1. 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文设计“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为主题的调查问卷，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问

卷分为“学生版”和“教师版”两个版本(表 3)。其中学生调查问卷有 11 个选择题，主要从学生对“核

心素养”的了解和认识、学生认为融入“核心素养”的优点等方面进行调查。教师调查问卷有 6 个选择

题，主要从教师对“核心素养”的融入情况及对在化学课堂教学中融入“核心素养”的看法等方面进行调

查。问卷采用不记名形式，学生通过线下发放填写；教师通过线上发放，以扫描二维码的形式进行填写。 
 
Table 3. Distribution and recovery status of questionnaires 
表 3. 调查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项目 发放问卷 回收问卷 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 

学生 105 100 97 92.4% 

教师 35 33 33 94.3% 

4.2. 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4.2.1. 教师对“核心素养”导向下课堂教学的理解和看法分析 
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的侧重点也会发生改变。调查结果显示，教龄在 5 年以下

的教师大多处于关注生存阶段到关注情境阶段的过渡时期，对“核心素养”导向下课堂教学的实施处于

尝试阶段，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较少融入“核心素养”。任教 5~20 年教师已经进入关注情境阶段和关注学

生阶段，更加关注教学质量和学生发展，能熟练掌握并运用“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课堂教学，也能经常

将“核心素养”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教龄在 20 年以上的教师教学经验更加丰富且注重因材施教，可以

更加熟练地将“核心素养”融入到初中化学的课堂教学中。 
关于“教师认为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化学学习有无积极作用”这一问题，调

查结果显示，62.4%的教师认为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对学生学习化学有很大积极作用；37.6%
的教师认为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对学生学习化学“有积极作用”。初三学生学业繁重，将

“核心素养”融入到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有助于学生适当放松紧绷的状态，培养学生的情感价值，对学

生学习化学起到积极作用。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是否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对于学生“核心素养”

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极少数教师不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由此可以推

断，大部分教师只在化学学科知识与核心素养交汇明显的课程中注重将“核心素养”融入化学教学，只

有少于三分之一的教师会主动寻找化学学科与“核心素养”的交汇点，并将“核心素养”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 

4.2.2. 学生对“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课堂教学的理解和看法分析 
“学生对‘核心素养’了解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常了解“核心素养”的学生只占 16%，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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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点与一点也不了解的学生都占到 42%。这种现象说明学生对“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了解非常欠缺，

可能是由于教师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不够重视，也可能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了“核心素养”只是

较少提及和解释“核心素养”的概念。所以学校应该加强“核心素养”在学生学习和生活当中的渗透，

重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关于“教师将‘核心素养’融入化学教学是否能提高学生对化学的学习兴趣”和“教师将‘核心素

养’融入化学教学对学生学习化学是否有帮助”这两个问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教师将“核心

素养”融入化学教学对提高化学学习兴趣和自己学习化学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帮助。因此，教师更应该灵

活地将“核心素养”融入化学课堂教学，让更多的学生意识到“核心素养”对化学学习的重要性。 
关于“教师在化学课堂教学中融入‘核心素养’后，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掌握多少知识点”这一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将“核心素养”融入化学教学中后，能掌握大部分知识点的学生占到一半以上，只有

极个别学生仍然完全不能掌握教师讲授的知识点。由此可见，教师在将“核心素养”融入化学教学的同

时，也应该注重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调整教学策略。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希望教师将“核心素养”融入化学课堂教学，说明学生对“核

心素养”导向下课堂教学的接受率较高，教师通过创设情境、结合案例等多种方式将“核心素养”融入

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的可行性较大。 
从学生的问卷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各方面原因导致许多学生对“核心素养”并不了解，但仍有很

大一部分学生从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发现了将“核心素养”融入化学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性。绝大多

数学生希望教师使用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将“核心素养”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对大多数学生

的情感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对学生增强基础知识的理解、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

科学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分析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发现，该问卷的测量

结果保持了一致性、稳定性与可靠性，也确保了真实性和准确性。 
根据以上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将“核心素养”有机融入到初中化学课堂教学有很强的可

行性和必要性。笔者选取初中化学《金刚石、石墨和 C60》课程内容，制定了融合“核心素养”的教学设

计。选取 X 中学九年级八班作为研究对象，并委托该班级的授课教师按照新的教学设计进行授课，使用

观察法研究了将“核心素养”融入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本次课堂观察从教师和学生两个维度

进行，观察内容包括学生课堂参与度、互动情况、课堂反应、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课堂氛围。观察结果

显示，将“核心素养”融入初中化学教学后，实验组学生表现活跃，与教师互动频繁，积极参与课堂讨

论，主动提问与表达见解；教师则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结合实验、案例和小组讨论，丰富课堂内

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通过观察结果可以发现，将“核心素养”融入初中化学课堂教学对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和课堂参与度、丰富教师教学方法以及改善课堂氛围都具有积极作用。 
为了检验将“核心素养”融入《金刚石、石墨和 C60》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效果，将 X 中学九年级八班

的学生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采用“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课堂教学，B 组进行传统授课。授课结束

后，设置相同的习题对两组学生进行随堂检测，测试后将两组学生的成绩进行统计(表 4)。研究发现，融

入了“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对于学生的成绩并不会产生消极影响。 
 
Table 4. Student grade statistics table 
表 4. 学生成绩统计表 

组别 人数/人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A 组 23 16.13 20 10 

B 组 23 14.30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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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访谈分析 

为研究“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课堂教学在初中化学课堂中的实施效果，课后对实施教学设计的教师

本人进行了访谈；并根据上课时学生的状态，选择了八名学生代表(其中 A、B 组各四名)进行了逐一访

谈。 
1) 教师访谈结果 
① 与传统教学相比，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氛围都有所提高；增加了课堂教学趣味性的同时让学生

了解到更多的文化背景；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有助于学生建立正确的三观。 
② 授课教师设计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案侧重对知识的讲解，课堂案例侧重于实验方面；本

文设计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案侧重于对学生价值观和科学素养的培养。 
③ 本文的教学设计案例讲解时间过长，对于内容复杂的课程，可能会导致知识点讲解过快，影响课

堂教学效果。可以将课堂教学中融入的案例精简化，在保证融入“核心素养”的同时，不影响正常的课

堂教学进度。 
2) 学生访谈结果 
① 进行授课时，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提高，大部分学生能紧跟课堂节奏；但案例与课堂知识联系不

够密切、与课堂内容衔接不够自然，导致部分学生无法从案例中学到对应的知识。 
② 大部分学生认为有必要在化学课堂教学中融入相关案例；且融入相关案例后，有利于学生树立文

化自信、培养核心素养。 
③ 学生更希望老师多运用生活中的例子和小故事解释化学知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也可以加强学生记忆。 

5. 结语 

“核心素养”指向的是教育应该培养的学生应有的素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知识、技能、态度等。

本文查阅了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现状后，制定了研究思路。确定调查对象并调查了 X 中学教师及学

生对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的理解和看法，统计问卷结果并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的分析。根据问

卷分析的结果，制定将“核心素养”融入《金刚石、石墨和 C60》的教学设计，研究将“核心素养”融入

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的效果。课后分别对 A、B 组进行随堂测试和访谈，根据课堂观察和随堂测试及访

谈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将“核心素养”融入初中化学课堂教学当中，在注重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

也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

的课堂教学研究的实施范围较小，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如此，通过对 X 中学的研究，我们

发现融合了“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对学生正确三观的建立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将融合“核

心素养”的课堂教学理念推广到其他学科以及更多的学校中去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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