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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实施关于基础教育阶段课程的新一轮改革，其中一

项重要目标就是要有效提升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科学态度与社

会责任”、“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等五大方面。而化学教学过程

中应当怎样充分突出该教育理念呢？下文中笔者将围绕《水的组

成》这节课程教学进行举例和阐述。

1  明确目标，找准方向

课堂教学的最终的落脚点是教学目标的完成。2011 版《化

学课程标准》中涉及到水的组成的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认识水的

组成，根据实验现象推断水的组成”[1]。所以必须要将这个教学

目标分解、细化。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制定为：1、通过氢气的制

取和燃烧实验，知道氢气的物理性质（如：密度、溶解性）和化

学性质（可燃性），记住检验氢气纯度的方法；2、通过电解水演

示实验，记住其实验现象，能说出该反应的文字表达式；3、通过

氢气燃烧生成水和电解水实验，根据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组成不变

的科学思想，确定水的组成；4、利用磁扣摆弄电解水这一化学变

化的微观过程，能深入理解化学变化的实质。

2  学情分析，设计思路

2.1学生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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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水的组成》一课为例，阐述了如何在科学探究式教学中渗透化学学科核心素养。通过目标的设定、学情的分
析设计了教学流程，通过实验改进、宏微结合等活动，丰富了教学内涵，提升了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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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学生来说，水并不陌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物质之

一，再加上小学科学和中学物理课上也都了解过水的物理性

质。但对于水的组成，学生并不完全了解，或者说是知其然不

知其所以然。其次学生在《元素》一课中对“化学反应前后元素

种类不变”的化学理论有所知晓，这是本节课重要的学习基础。

最后学生在《氧气》一课中已经掌握了氧气检验的方法。

2.2教学思路分析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有效整合化学教材中的知识内

容，积极引导学生运用科学探究思考分析的学习方式，进行宏观

微观的有机结合，深入分析并探究氢气燃烧实验与水的电解实验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宏观现象，正确认识水的性质、特点以及变化，

还要通过“宏—微—符”的三重表征法，针对分子、原子、元素

等不同物质的结构以及组成加以阐释，从而通过运用自己掌握的

知识客观合理地认识并处理现实中的热点问题[2]。基于上述分

析，本节课的教学流程设计如图1：

3  巧用史料，创设情境

在具体进行实验方案设计的教学环节中，作为情境的创设，

融合了相关科学家们对水的组成进行探索的有关化学史料。化学

史料1是指卡文迪许以及普里斯特利与水的组成之间，彼此擦肩

图1      《水的组成》的教学过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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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案设计可以有效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感，提升学生的探索

积极性，激发学生探索科学本质的热情与兴趣，有效培养学生

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2]。

4  实验改进，收集证据

4.1氢气的验纯比较了不同的爆鸣声。先试管中装一半水用

排水法收集得到一试管不纯的氢气，进行验纯可以听到尖锐的爆

鸣声；再将试管中装满水，同样用排水法收集得到较纯净的氢

气，进行验纯可以听到轻微的爆鸣声；接着又用向下排空气法

收集，时间较长一些，这样可以得到较纯净的氢气，进行验纯

可以听到轻微的爆鸣声。两种声音的比较，效果明显，学生印

象也会非常深刻的。同时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收集氢气也说明了氢

气的密度和溶解性。验纯实验结束，可以简单归纳一下氢气的

性质。

4.2氢气燃烧改变了火焰颜色。为了去掉因为玻璃管中Na+

的干扰使氢气燃烧产生的黄色火焰，我们特意对尖嘴导管进行了

改进，将玻璃导管改成石墨管，这样在比较暗的环境下很明显

看出氢气燃烧产生的是淡蓝色火焰。这样学生不会受到误导，

不会记住错误现象。

4.3电解水实验将铁电极改成铂电极，玻璃导管改成石墨导

管。原来是用的铁电极，缺点是容易生锈，通电之后电极还容

易被氧化，正极管中液体往往会出现一些颜色，所以我们将铁

电极换成了铂电极。这样水中就可以加入少量硫酸来增强水的导

电性，避免了用氢氧化钠在管口残留有Na+对氢气燃烧火焰颜色

的影响。同样负极的玻璃导管，也被换成了石墨导管。

图2       水的电解器改进示意图

5  宏—微结合，拓展延伸

为了使学生理解通过水的生成和水的分解可以判断水的组

成，需要从分子- 原子的角度认识水的分解反应。关于水分子

分解的微观动画，以往的处理是放视频观察水分解的微观动画，

或者让学生在纸上画出反应的微观动画。而这次的设计则采用逆

向思维的方式，根据生成物分子的个数和结构，推导出水分子

的结构。从水的组成，进而研究水分子的构成，从宏观辨识到

微观探析，知识有了连续和升华。同时逆向推导不至于重复以

往的知识，还有利于学生温故知新，加深对反应实质的理解。

最后利用磁扣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摆出水电解的微观示意

图。我相信让学生自己动手摆弄磁扣来体现化学反应实质比仅让

学生看老师演示印象要深刻多了，而且对化学反应的实质以及分

子原子的概念理解也会更深一个层次。

图3      水的分解反应微观示意图

6  反思总结  认识提升

6.1科学探究式教学培养化学学科素养

本节课的设计安排遵循科学探究的一般流程，让学生在知识

的生成、掌握、使用过程中获得科学的方法，让学生在主动参

与科学探究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6.2史实资料的挖掘彰显化学学科价值

教材上将水的组成揭秘放在了“资料卡片”一栏中供学生

阅读了解，而本节课中我恰当的选择了史实资料，为学生推理

水的组成，提供设计思路和实验事实支持。同时化学史知识可

以让学生认识科学家探索水的组成的历程，让学生感受科学家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6.3物质组成的推理突显思维严谨缜密

本文围绕“水是否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这一问题展开探

究，围绕证据的充分性层层深入，引导学生不断思考证据的充

分性和严密性，不断丰富证据链，直至严密推理得出结论，加

深学生对“证据推理”这一素养的理解[ 3 ]。

6.4宏观微观的结合突破了化学教学难点

精心设计学生动手探究活动，借助推理水分模型和小磁扣摆

弄水分解的微观示意图等学生活动，有利于将学生的思维外显，

帮助学生建立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的关联，降低了学习的

难度，突破了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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