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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化学核心素养为建设目标，分析了当前初中化学课堂的情况：教学需改变原有方案、学生学科素

养尚需强化等；开展了改进初中化学课堂效果的教学设计分析：基于生活素材丰富课堂方案、利用问题

情境强化学生的科目素养、适当增加实验教学，从全方位角度创新化学课堂教案，以此逐步增强学生核

心能力，使其能深入地理解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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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build core chemistry literacy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s, including the need to change the original teaching plan and streng- 
then students’ subject literacy; We have conducted a teaching design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effec-
tivene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s: enriching classroom plans based on life mate-
rials, strengthening students’ subject literacy through problem scenarios, and appropriately in-
creas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nnovate 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
ing plans, gradually enhance students’ core abilities, and enable them to deeply understand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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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ry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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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素质教育视域下，原有的初中化学课堂方案的适用性逐渐减弱。教师应以核心素养建设为目标，

丰富教案内容，增强课堂整体的核心建设效果，致力于建设具有学科综合素养的优秀人才。为此，教师

应跟进当前的教育政策，合理改进课堂教案，给出新型的教学设计，利用多样性的生活素材，设计具有

学科素养引导性地思考问题，促使学生深入掌握初中化学的所学内容。 
在当前研究中，尚垚兴[1]是从分课堂的角度，给出中学教学课堂规划的具体方案，展现出分课堂的

教学适用性。李世福[2]是从课堂效率视角出发，利用多样性的措施，增强学生接收化学课程内容的有效

性，展现高效课堂的积极作用。熊发福[3]是从学生角度出发，关注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思考过程，改进教

案。张敏[4]是从参与学习角度，从学生视角出发，分析课堂教案不足，给出对应的改进方案，增强化学

课堂推进效果。王俊民[5]是从核心素养的视角，分析各国的学科评价方法，对于本文研究具有一定指导

作用。徐晓萱[6]是从历史、物理等视角，创建核心素养的教学体系，引导学生关注化学与其他学科的关

联。张正[7]是从多个学科的联合视角，从核心素养视角出发，开展各项化学教学实践分析。夏向东[8]是
从化学核心思想视角出发，给出可行的教学实践措施。基于现有研究内容，结合具体课例，围绕明确的

化学素养强化目标，开展教学分析，更好地增强研究内容的实用性。 

2. 核心素养内涵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课题组，该课题组将核心素养阐释为关于学

生知识、技能、情感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体现。从化学学科角度上来看，核心素养的内涵通常包括化学

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责任。其中，化学观念是指学生对物质组成、结构、性质

及变化规律的系统理解，也是学生从物质视角认识世界能力的体现，其强调“宏观–微观–符号”三重

表征的联系，可以构成学生透过现象理解本质的能力。科学思维则是指学生化学学习中基于事实与逻辑

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其体现了学生对比较、分类、分析等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是学生创造思维

形成的重要支持。科学探究与实践则是基于化学课程中的实验探究而形成的学习能力，也是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形成的关键。科学态度与责任则包含多方面内容，如想象力、探究与、严谨求实的态度、敢

于坚持自身间接等，是学生未来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持。 

3. 核心素养的培养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这几个核心素养层面，可以

考虑确立一个配套的教学目标体系，并立足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设计相应上述各个维度的教学目标，然

后以目标为导向进行教学方案的设计，让各类教学措施、方案的应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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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从而发展其的核心素养水平[1]。在此过程中，可以考虑基于生活素材丰富课堂方案，建立生活与

学科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知识，逐步形成生活化的化学思维，由此建立化学

观念、科学思维，促进其核心素养的发展。在核心培养过程中，也要积极运用问题情境，引导其对课程

知识进行探究和实践，借此锻炼其的科学探究与实践能力，达到培养其核心素养的效果。此外，也要适

当增加一些实验教学环节，让学生动手操作，切实地体验科学探究过程，然后结合引导，帮助其树立正

确的科学态度，为其未来的良性发展提供支持[2]。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根据目标的达成情况，对教学效

果进行评估，以便于及时发现和优化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不断提升核心素养培养水平，为学生

的自我发展提供支持。 

4. 基于核心素养、课程目标等要素，改进初中化学课堂效果的教学设计分析 

4.1. 明确课程目标 

在教学设计中，应立足于课程内容，结合核心素养内涵，设置明确、具体的课程目标，且借助课程

目标的设置，将核心素养培养引入到课堂教学方案设计中，增强课堂教学效能。在课堂目标建设上，应

针对化学概念、原理和定律设置学习目标，并借此引导学生运用化学概念、原理、定律解释生活中的现

象，建立“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化学观念。同时也要设置学生思维培养目

标，并结合具体的实验、问题解决活动和科学探究项目，设置独立思考、判断等思维能力培养目标，促

进学生形成科学思维。在此过程中，也要结合课程内容，设置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技能学习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与实践能力。此外，还要立足于课程内容，设置专门的情感态度

学习目标，借此引导学生形成尊重科学、热爱自然、关注社会发展的积极态度，实现科学态度与责任的

培养，由此让课程目标承载核心素养培养方向，为化学课堂教学赋予核心素养培养效能。 

4.2. 基于生活素材丰富课堂方案 

在当前核心素养要求的课堂环境中，初中化学教师应结合课本内容，联系实际的生活素材，用以建

立化学课本知识与生活素材的联系，带给学生新型的课堂体验，促使学生在生活素材中理解化学知识。

在生活素材构建的课堂场景内，学生更易于理解化学知识，在课堂中提出关于化学知识的相关问题，形

成学科探究的基础思维。教师利用生活情境的课堂构建方式，有助于学生更真实地理解化学内容，从生

活视角观察化学现象，在生活中挖掘各类化学现象，显著增强学生自主观察生活的化学探究素养[3]。 

4.2.1. 课例一：酸碱性认识实验 
在酸碱性内容的教学实践中，基于化学认识的素养强化目标，教师可在课前准备课程相关的 pH 值试

纸，课前设计思考问题，让学生思考 pH 值试纸的功能。 
(1) 教学过程描述。在课堂中，以探究生活为主题，设计关联的化学实验项目。其一，准备各类液体，

具体包括水、醋等。在化学实验前期，让学生自主猜测各类液体的酸碱程度，给出该生活化学实验的假

设。其二，在学生给出各类假设后，让学生自主开展化学验证活动。在操作之前，教师需明确各项操作

的要求，确保学生探究结果规范。 
(2) 化学实验。在酸碱度实验操作期间，教师提出实验思考问题，让学生自主梳理实验结果受到干扰

的各类因素。在此实验中，教师利用醋、水等各类生活液体，引导学生测定各类液体的酸碱值。利用生

活素材的实验设计，更为关注学生对于生活中各类液体化学特点的理解程度，促使学生自主开展化学探

究活动，使其具备较强的化学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更多的化学要素。 
(3) 学生自主验证。在课堂实验中，有学生携带了茶水、可乐等各类液体，分别作为拓展实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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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促使形成学生对于生活中各类液体酸碱值的验证能力。 
(4) 拓展实验结果。在实验中，可乐的酸碱值为 2.3~2.6 之间，液体呈酸性。茶叶的酸碱性结果在

6.9~7.7 之间，液体为碱性。各小组展示了不同液体的测定结果，对于不同饮品的酸碱性化学属性，形成

了初步认识。有学生认为：茶叶液体的酸碱值变动幅度较大，主要关联于茶叶类型、泡茶水温等各类因

素。对此观点，各小组开展话题交流。 
(5) 课堂观察记录。在课堂教学进展期间，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了观察，并予以记录，结果显示：

在酸碱性实验操作中，各小组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热情，96%的学生能够自主记录各类实验现象，明确液体

酸碱值的测定方法。在问题交流期间，85%的学生，能够自主表达观点，提出问题，课堂交流热情高涨。 
(6) 学生访谈情况。在课程完成时，教师从各个小组抽选代表，获取各小组的学习情况。访谈人数有

10 人，有 8 人表示“利用生活饮料，当作化学素材，开展化学实验，十分有趣”。有 6 人表示：“往常

化学实验的素材较为固定，对于化学的认识停留于书本，选材于生活，能够更好地在生活中认识化学”。 
(7) 素养强化效果分析。经过实验、访谈可知：从生活视角选材，围绕课程任务，开展化学实验，能

够增强多数学生的化学认识，符合素养教学的指标要求。 

4.2.2. 课例二：溶液酸碱性分析 
在溶液酸碱性的课程方案中，在课前设计环节，教师采取 PPT 课件展示方式，载入蜜蜂采蜜的生活

画面，给出对应的生活思考问题：“假如被蜜蜂蜇到，要如何处理蜇伤？”此实验问题表现出较强的生

活性，能够弱化化学课堂的严肃感，促使学生联系生活处理小伤口的切身经验，利用小组交流的形式，

给出答案。有的学生认为：可选择肥皂水处理蜇伤位置。有学生表示：蜜蜂接触后的皮肤可能会有毒刺，

需要先去刺，再处理伤口。教师获取学生的处理方案后，提出新的化学思考问题：“在处理蜇伤时，使用

肥皂水的原因是什么？”结合生活实际，设计具有深入探究性的多个问题，促使学生深入分析生活现象

中存在的化学知识，建立较好的化学价值认可观，激发其对于化学课堂的热情，使其建立较好的生活化

学探究素养[4]。 

4.3. 利用问题情境强化学生的科目素养 

初中化学教师要创建符合生活实际、具有学科探究性的问题方案，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化学相

关的各类问题，帮助学生形成较好的学科素养。其一，教师以课本内容为中心，选择可用的生活素材，

联系具体的化学课程任务，设计具有学科素养建设功能的思考问题，引入课程关联的史料信息，切实保

障问题情境设计的有效性。其二，以核心素养为目标，设计具有素养引导效果的化学问题，促使学生自

主探究各类化学内容，强化学生的综合素养。其三。教师以现有的化学实验为基础，促使学生打开实验

视野，引入关联的新型实验素材，开展个性化的实验探究活动，由学生自主给出实验验证结果，加深学

生的实验印象[5]。 

课例三：盐类化学探究 
(1) 课例学习内容。在盐类化学课程学习实践中，教师以课本内容为出发点，让学生自主观察生活中

的盐，明确盐产品的特点、功能，使其自主查找粗盐初步提纯的操作流程，明确盐类复分解过程的必要

条件。 
(2) 生活素材。盐产品表现出较强的生活性，教师可选择超市中的食用盐，作为生活素材，增加课程

设计的生活性。利用食用盐的商品材料表，分析盐产品的成分，反推工业制盐的工艺方案，深入研究食

用盐含有的各类元素价态特点。 
(3) 实验方案。教师指导学生设计相关的实验方案，验证各项猜想。关于各项猜想的化学验证过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41


龙家文 
 

 

DOI: 10.12677/ass.2025.146541 567 社会科学前沿 
 

有助于学生全面投入问题情境，探索盐类的相关化学内容，给出具有探究性的实验方案，得出符合化学

理论的验证结果。在前期的化学猜想得到验证后，学生会形成一定的化学探究能力。 
(4) 课后思考。教师设计课后思考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生活中不经常接触的盐有哪些类型？”，促

使学生自主利用课堂所学知识，延伸盐类的学习范围。在问题情境中，教师可利用小组共研形式，增强

问题探究的深入感。在实际化学理解、实验观察的各项学习中，利用小组合作形式，相互交换化学问题

的思考观点，有助于开拓学生对于化学内容的思考方向，在研究中形成更具创新性的观点，有助于课堂

教学协同进步，获取较好的化学合作研究成果。小组交流、共同思考的课堂教学方式，成功延伸了原有

知识讲解过程。在小组合作的课堂环境中，学生会获取更多的知识探究空间。 
(5) 课堂观察记录。本次课程实验中，教师对学生进行了课堂观察，并将观察结果予以记录。记录结

果显示，在学习盐产品成分时，班级学生对于盐的熟悉程度较高，实验任务对于学生而言，具有较高的

实践性。至少 90%的学生，全面参与实验过程，自行查看盐产品成分，主动记录各类成分，主动学习各

个实验环节。在小组分工方面，能够保持各小组相互协作状态：有的学生负责操作试剂环节；有的学生

记录实验过程的颜色变化、状态变化；有的学生确保仪器使用规范。在各部分问题交流环节，至少 80%
的学生能够自主表达化学观点，结合实际产生的化学现象，进行深入交流，课程交互量较大。在实验次

数增多时，50%的学生设备操作时间逐渐变少。各部分设备操作，无须查看手册，能够确定各部分设备的

操作要领。在实验之初，30%的学生存在设备操作不当、液体标签被污染、试管夹取位置有误等各类问

题。通过教师演示、手册学习等措施，学生增加实验操作练习，在后续自主实验操作中，不规范实验行

为的占比控制在 5%以内。 
(6) 学生访谈。完成课程学习后，教师对学生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班级学生的实验学习感受。访谈

结果显示：90%的学生喜欢自主实验的学习方式；5%的学生认为实验过程能够获取化学书本中未体现的

内容，观察到实验现象的变化过程，明确盐类物品的化学特征；另外 5%的学生在实验中，采取各类延伸

实验方式，形成了较强的化学探究认识。由此发现：利用实验探究形式，联合小组讨论措施，有 90%的

学生认同此种学习方法；5%的学生能够挖掘实验中的特殊现象，提出新的探究观点；5%的学生会自主延

伸实验，形成较好的实验探究、验证猜想素养。整体来看：班级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实验学习过程，完整

记录实验现象，参与课后话题交流，在验证猜想、实验探究各方面的素养，均有强化。 

4.4. 适当增加实验教学 

化学课程中开展的各类实验，能够从化学方案设计、化学素材选择、化学现象观察、化学结论总结

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强化学生学科素养，是核心素养建设的代表性教学措施。在实际开展实验教学中，

教师可利用化学演示、小组合作探究等各类实验形式，促使学生参与化学实验。在开展课堂化学实验之

前，教师应给出完整的实验方案，明确具体的操作流程，指出实验主题，促使学生明确实验目的，体验

化学实验过程。在增加各类化学实验中，教师可引入信息技术，增强化学实验设计的全面性。比如，制

作微课件，展示化学实验的各项操作要求[6]。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化学教案创新设计的需求下，教师应以化学课堂为出发点，明确核心素养的各个

教学方向，从化学认识、实验验证、学科责任各个指标出发，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多样性的化学实

验。打破原有的实验方案设计，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设计实验机会，采取固有实验方案，联合学生延伸

思考的实验方法，促使学生给出差异性的实验结果，弱化实验结果的格式感，真实给予学生自主实验的

机会，促使学生从中挖掘化学内容，形成较好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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