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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通过创设课堂真实情境 , 解决绿萝生长过程中叶片发黄的真实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学生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取化学

肥料的相关知识，在问题探究与实验探究的过程中归纳鉴别不同化肥的常用方法，构建利用物质性质的不同鉴别物质的思维模型。通过

辩论关于使用化肥的利弊，提升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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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责任是《义

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提出的要求培养初中生化学

具体方面 [1]。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是在具体的学科问题情境

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形成的 [2]。四真课堂是课堂教学过程中，

学生依托真实的教学情境能提出促进思维发展的真实问题，为解

决问题展开真实的探究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得到真正的提升。“真情境、真问题、真探究、真素养”简称“四

真课堂”。

一、教学分析

1. 教学内容分析：“化学肥料”选自九年级化学（科学出版

社和广东教育粤版）下册第八章第五节内容。从知识类型来看，

属于元素与化合物知识。教科书将其与酸、碱、盐内容安排在同

一章，并且安排到章末一节，意旨希望学生能运用之前所学酸、碱、

盐的性质来认识化学肥料、鉴别不同的化学肥料，体会化学在生

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2. 课程标准分析：课程标准学业内容要求学生知道常用化肥

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要求学生认识物质性质在生产、生活、科

技发展等方面的广泛使用，体会科学地利用物质性质对提高人们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学生认识使用化学品对环境保护的

重要意义，形成合理使用化学品的意识。可以看出，课程标准从

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四

个维度对学生的素养发展提出了要求。

3. 学情分析：学生在七年级生物学已经学习过氮、磷、钾元

素与植物生长的关系，能够根据植物的生长状况确定植物所需肥

料的类型。但是，学生对于化学肥料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

的层面。将常见的氮肥、磷肥、钾肥及复合肥放置于学生面前，

学生却无法区别。因此，需要引导学生掌握利用物质性质鉴别物

质的科学方法，帮助学生构建物质鉴别的科学思维模型。

二、教学目标

1. 通过分析实物绿萝生长过程中叶片发黄的症状，能从元素

的角度对常用化肥进行合理分类，认识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体会化学是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2. 通过观察、实验等手段，能根据化肥的性质对常见化肥进

行简易鉴别，初步了解常见物质检验的方法。

3.通过观察、对比、分析实验现象，掌握检验铵根离子的方法，

辩证地看待使用化肥的利弊，树立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

全做贡献的信念。

三、课堂教学流程思路

在课堂教学中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引发学生激发学

生求知欲望，引发学生深度思考 [3]。学生为了解决问题而展开探究，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习得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与社会责任，

更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具体教学过程设计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四真课堂”理念设计课堂教学过程

任务线 情境线 问题线 探究线 真素养线
分析绿萝
叶片发黄
的原因

解 决 绿
萝 植 株
叶 片 发
黄 的 问
题

主问题 1：绿萝叶
片为什么发黄，
生长过程中缺乏
了 何 种 营 养 元
素？

查阅资料，寻
求绿萝生长所
需的肥料。

化学观念
科学思维

利用物质
性质区分
化学肥料

选 择 绿
萝 生 长
的氮肥

主问题 2：如何利
用物质的性质区
分氮肥、磷肥、
钾 肥 以 及 复 合
肥？你分类的依
据是什么？

学 生 利 用 氮
肥、磷肥、钾
肥、复合肥的
形状的不同，
区分常见的化
学肥料并找出
氮肥。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与实践

证据推理，
寻找铵态
氮肥

检 验 铵
态氮肥

主 问 题 3： 如 何
利用物质的化学
性质鉴别铵态氮
肥？ 检 验 铵 根
离子的方法是什
么？

小组合作、进
行实验探究，
找 出 铵 态 氮
肥。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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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是非 辩 论 化
肥 使 用
的利弊

主问题 4：植物生
长过程中添加的
化肥是否越多越
好？

学生辩论、阐
述观点。

科学态度
与社会责
任

1. 课堂教学实录

（1）任务一分析绿萝叶片发黄的原因

【教师活动】实物展示“叶片发黄的绿萝”。如何解决绿萝

叶片发黄的现象？

【学生】添加肥料。

【教师】你能列举出哪些肥料？

【学生】氮肥、磷肥、钾肥、有机肥……

【教师】集合生物学知识分析叶片发黄的绿萝植物主要缺少

何种肥料？

【学生】氮肥。

（2）任务二利用物质性质区分化学肥料

【教师】同学们，摆在你面前的是常见的几种化学肥料。你

能区分出哪些是复合肥、哪些是磷肥、哪些是钾肥、哪些是你需

要的氮肥吗？

【学生】不能。

【教师】同学们阅读教书后，对桌上的化肥样品进行分，并

说出你分类的依据是什么？

【学生问题探究】阅读教科书、观察描述、动手实验、分组讨论、

思考交流。

【教师】同学们在刚才区分化学肥料的时候，用到了哪些方

法？

【学生】看颜色、观察化学在水中的溶解情况、固体是否有

结块现象。

【小结】鉴别物质的常用方法是利用物质颜色、气味、在水

中的溶解能力等性质。

（3）任务三证据推理，寻找铵态氮肥

【教师】很好，同学们将选出来的白色固体氮肥放到桌面上，

继续进行探究。摆在同学们面前的是硝酸铵和尿素，但是老师忘

记贴标签了。请你根据它两性质的不同检验哪一瓶是硝酸铵，哪

一瓶是尿素？

【教师】提示：铵态氮肥遇到碱会放出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氨气，

氨气的水溶液显碱性。

【学生】利用铵态氮肥的化学性质设计实验方案

【学生实验探究】小组合作、动手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交

流展示。

【学生】小组合作，交流展示。

【教师】同学们是如何找出铵态氮肥的，从反应类型来看，

铵态氮肥与碱反应的基本反应类型是什么？

【学生】碱和盐发生了复分解反应。

（4）任务四明辨是非

【教师】我们为绿萝选择了合适氮肥，是否将硝酸铵固体直

接埋入绿萝生长的土壤之中？

【学生】不可以，会出现烧苗现象。

【教师】如何给绿萝合理施肥？

【学生】配制成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教师】经过本节课的学习，请你列举出使用化学肥料的好处、

弊端

【学生】思考、阐述观点。

【教师】依据你所学的知识，关于“化学肥料的使用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展开一场辩论。正方观点（使用化肥利大于弊），

反方观点（使用化肥弊大于利）。

【学生】学生辩论

【教师小结】正方同学支持使用化肥的同学从粮食产量，经

济效益显著，人口在增长等角度阐述了使用化肥的好处。反方同

学从环境污染严重，土壤退化加剧，威胁健康与生态风险等方面

阐述了使用化肥的弊端。现代农业认为化肥是现代农业的“双刃

剑”。核心在于科学管理：需要合理使用化学肥料，实施精准施

肥，通过土壤检测定制配方，减少浪费。加强农民培训，严控劣

质化肥流通，鼓励生态农业补贴。未来需在“增产”与“可持续”

间寻求平衡，推动农业绿色转型。

四、教学反思

课堂教学是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主渠道。为此，本节课

基于“四真课堂”的理念，依托真实的情境“绿萝叶片发黄”，

向学生提出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引导学生从观察

现象到分析原因，进而启发学生利用物质性质鉴别物质，掌握物

质鉴别的方法；通过实验探究检验铵态氮肥的过程，学生构建了

物质检验和鉴别的思维模型；通过辩论过程中不同思想观点的碰

撞，学生在阐述使用化肥利弊，同时提升自己的科学态度与社会

责任感。整堂课，真正做到了教学评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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