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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统领下高中化学单元整体教学探索与实践
汪亨帅

（浙江省淳安中学，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基于素质教育改革视域下，对高中化学教师开展学生管理和课程教学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教师有必要在现代化教学思想的

驱动下不断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思维，旨在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其中教师便可以基于大概念视域下开展单元教学，从而能

够锻炼学生的提炼能力、概括能力，培育他们的概念意识、单元意识，这样，能够切实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他们的化学学习能力。

具体来讲，教师需要结合单元主题和学生需求来提炼合适的大概念，从而能够整合资源提高化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率。本文结合现有

经验和理论依据展开论述，先简述大概念内涵，再提出高中化学大概念提炼，最后提出大概念统领下高中化学单元整体教学设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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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改革趋势，高中化学课程教师需要

在课程教学中着重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并将其融入到理论知

识讲解和实践技能训练中，能够为学生步入高阶学习阶段奠定

坚实的基础。基于大概念视域下，高中化学教师可以通过开展

单元整体教学来实现这一教学目标，从而能够在大概念的引领

下使得课程内容趋于结构化和系统化，最终能够切实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基于大概念视域下开展

单元整体教学的关键之处在于提炼大概念，从而能够将大概念

转为核心任务，之后能够设计核心任务，使得学生能够在问题

和任务的驱动下参与课程学习和师生互动，在单元整体教学过

程中深化对知识、技能的认知和理解，不断提升他们的化学学

习能力。如何基于大概念同龄下开展化学单元整体教学是当前

教师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将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深入探

究，以期对教师们有所裨益。

一、大概念内涵阐述

教师在进一步了解“大概念”内涵、特征之前，应先了解和

分析学习过程的本质，其中学习属于一种特殊的认知过程，在此

过程中，需要教师创设条件、营造环境来引导学生完成才能够感

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的转化，最终在进行实践和应用。在高中课堂

教学中，化学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在学习知识、概念的同时形成多

维联系，以此来深化他们对所学内容的深层认知和理解，并完成

所学内容的加工与整合，最终能够把握抽象概括概念之间的关系，

提高学习效率。在此基础上，高中化学教师需要引入“大概念”

概念，其中大概念又称为大观念或是核心概念，要求学生掌握的

知识结构，从而能够可以对基本思想、原理进行概括。通俗来讲，

大概念相当于车辖，其中可以依托车辙将车轮固定在车轴上，若

是无法把握核心思想，则很难将大概念与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最

终便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综合来讲，化学教师引入大概念理念，能够帮助学生将单元

中涉及的概念、知识点联系起来，是学科领域中的关键内容。其

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了解到大概念是基于事实抽象出的概念，是

结构化的、可迁移的、深层次的，并且有着中心性、可持久性、

网络状、可迁移性等特征。

二、高中化学大概念提炼

大概念的提炼和单元主题的确定，都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进

行深度剖析，对学科的实质有更深的认识，并在新课标要求下深

层分析和挖掘学科核心知识，并且还可以从具体内容出发来分析、

挖掘其背后的学科思想，最终能够促进他们形成学科观念和核心

素养，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

（一）依据学科思想提炼大概念

高中化学的实质是对物质的宏观特性、微观结构的研究，通过

对物质形成过程进行分析，以此来理解新物质的创造和新理论的发

展，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化学的概念、化学思想、研究方法和科学态度。

在这一点上，教师要在科学思想下提炼大概念，具体而言，主要有

三个方面的探索：第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化学思维方法和基本理念；

在此基础上，结合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问题，归纳出大的概念。

例如教师在给学生讲解物质成分或是结构时，便可以通过引导学生

认识微粒，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他们的元素观、微粒观等化学观念。

第二，注重对学生进行化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法的培养，进而可以

结合实验内容、探究任务来提炼大概念。第三，注重培养学生的科

学精神和责任感，特别是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突出的科学精神，

促进化学事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进步。

（二）围绕课程标准确定大概念

为了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发展趋势，教师需要依据最新颁布

的《化学课程标准》来指导后续课程教学，换言之，教师应结合

课程标准内涵与要求来调整教学目标、教学方案，基于大概念理

念指导下，完善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对学生的核心素质进

行全方位培养。为此，教师要对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深入学习与

解析，进而能够为后续提炼、概括大概念奠定基础。比如教师在

为学生讲解“材料的结构与性质”相关内容时，可以根据教学经

验和课程大纲来明确教学目标“指导学生从元素、分子以及原子

的角度去理解材料和理解变化，从而构建起对工作材料的概念观

点和微观观点”，旨在让学生从微观和宏观的两个层面去理解材

料结构，并探究二者的内部关系，从而逐步形成元素观和微粒观。

（三）依据核心素养提炼大概念

处于高中阶段，化学课程教师需要将培养学生核心素质作为

教学重点，核心素养是高中化学课程育人的集中表现，即要求学

生能够依托课程学习来逐步形成符合个人发展、社会发展的价值

观念、个性品质、学习习惯以及关键能力。也就是说，高中化学

教师要把立德树人这个基本目标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而且要

以这个为依据来进行自己的教育工作，此时，教师还可以从核心

素养中提炼出大概念。举个例子，高中化学观念中“化学变化的

实质是分子分成原子，原子重新组合成新的分子”这便是大概念，

之后，便可以在这一概念的引领下围绕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

特征、化学反应现象、表示方法以及具体应用来开展教学活动。

三、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设计思路

（一）通过知识内容整合，确定大概念主题

大概念理念下，高中化学不仅要完成对教材的研读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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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进一步探究不同知识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能够提炼化

学思想，选择教学方法，最终能够依据化学规律来讲散乱的知识点、

技能点整合起来，使得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化学课程来把握知识点

之间的联系点和共同点，最终能够实现大概念的渗透。其中在“有

机化学基础”教材中，教师可以明确“醛酮和糖类”这一单元主题，

其中“醛酮”与“糖类”在不同单元中，但是结合知识点之间的

逻辑练习可知，醛酮均属于常见的有机物，分子中均含有羰基官

能团，而糖类则属于典型的多官能团物质，包含有醛和酮中的官

能团，基于这一化学特质，教师便可以将这两个知识点练习起来，

使得学生能够进一步探究多官能团与单官能团有机物之间的内在

联系，并且还可以培育学生的探究能力、整合能力。教师在对以

上知识点进行单元整合时，需要根据知识点的内在联系点来明确

大概念主题，即“物质的结构决定性质，物质的性质决定用途”，

进而能够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进一步探究官能团，

并把握有机化合物的性质与特征。

（二）了解学生实际学情，找到教学重点难点

第一，基础知识，高中化学教师在为学生讲解“有机化合物”

相关内容时，便可以引导学生先“叶子的基础养分”这节课开始

学习，之后再学习“糖的类别”“葡萄糖分子结构”到“糖的结构”

来依次学习，并通过对苯同系物、苯酚、乙醇等的研究，来进一

步理解“有机化合物”的概念，通过对乙酸、卤代烃等相关知识

的学习，能够认识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化学特性，同时还能够初

步了解不同官能团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羟基向醛基的转变。第二，

重难点知识，高中化学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化学概念、方程式以及

实验室难免存在教学瓶颈，比如部分学生在进行化学实验时很难

掌握酸碱性质和试剂的加入量，因此在进行官能团之间相互影响

作用验证时，会深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除此之外，学生在课

程学习之间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各种有机物知识，但偏向于生活

性和常识性，并未进行系统性地学习有机物结构，为此，学生在

理解和学习哟机务结构、性质时存在一定难度，例如“醛类化合

物的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等。第三，拓展知识，教师需要引导借

鉴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延伸和拓展，在深入挖掘葡萄糖分子结构

的同时，依据其结构特征对其进行精确识别，并试图自主进行关

于“双糖”和“多糖”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含羰基有机

化合物的研究，建立由“代表物寅官能团寅化学键”层层递进的

知识体系，从而掌握正确判定有机化合物性质的正确方法。

（三）设置真实化学问题，创设适宜化学情境

随着化学新课标的完善，以及核心素养内涵的丰富，当前高

中化学教学倡导要以大概念为统摄，就此开展教学。单元教学是

以整个单元为整体，旨在使学生能够系统化学习知识，就此提升

个人化学能力，进而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教师给学生讲解“醛

酮和糖类”的单元内容时，就可对单元知识进行深入整合，同时

将其和学习情境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尝试通过小组合作、实验探

究和课外拓展的方式学习，培养学生单元学习技能，使其具备解

决问题的应用能力，真正在教学中践行核心素养，让核心素养落地。

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可立足单元整体目标，把该单元分成三个

课时，每个课时给学生设定相应情境，具体如下：第一课时，利

用多媒体设备，以图片、视频等形式给学生呈现生活中较为常见

的醛类物质和酮类物质，引导学生剖析分子结构，实现羰基结构

的系统性分析；第二课时，以文字素材为主，给学生讲解“葡萄糖”

现代化提取工艺，为其讲述 Fischer 的测定方式，使学生了解“单

糖”结构和特性；第三课时，教师给予学生引导，使其逐步了解“麦

芽糖还原实验”“纤维素和乙醇的发展”“淀粉和纤维素水解实验”

等内容，从中探索糖类物质的发展以及对人类的影响，就此深入

挖掘相关内容，了解双糖与多糖的知识点。

（四）设置化学学习任务，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教师在基本构建单元框架的基础上，需要围绕单元教学目标

和情境设计来设计课堂活动环节与选择课堂教学内容，从而能够

使得学生完成自主探究和思考，并且还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掌握

相关技能。基于此，教师在需要结合大概念和单元教学目标来设

计细化的课堂学习任务，从而能够使得学生在任务的驱动下形成

自主学习意识，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

第一，教师在为学生讲解“醛酮”相关内容时，便可以先引

导学生进一步了解醛和酮的分子结构，并且在掌握两个知识点之

间相同之处、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再对羟基结构进行总结和归纳，

最终总结出与有机物化学性质相关的化学规律，并借助实验来进

行验证。第二，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单糖”相关内容时，便可以

要求学生通过浏览网络知识、阅读课外材料来了解葡萄糖的更多

知识，并且能够选择合适的思维逻辑来推理 C 6 H 12 O 6 这一结构

简式。在此之后，教师需要要求以此为基础来分析葡萄糖的官能团，

并且还可以结合果糖属于酮糖这一理论知识分析葡萄糖是否具有

还原性特。第三，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双塘与多糖”相关内容时，

这一内容时单元整合教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因此，教师需要引领

学生利用自身掌握的知识技能，尝试对化学知识进行外延以及探

索，并能够以此来解决相关的生活问题。在此过程总，教师需要

一步步引导学生结合资料拓展、实验探究来探索双塘与多糖之间

的关系，进而能够提炼出分析有机物结构和其性质的有效方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素质教育改革视域下，高中化学课程教师需

要秉承着现代化教学思想来开展教学活动，其中可以引入大概念

教学理念，并且能够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设计单元整体教学思路

和环节，其中便可以通过设计通过知识内容整合，确定大概念主

题；了解学生实际学情，找到教学重点难点；设置真实化学问题，

创设适宜化学情境；设置化学学习任务，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等环

节来落实单元教学，渗透大概念理念，帮助学生重构知识体系，

并完成知识延伸与拓展，最终可以切实提升他们的化学课程学习

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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