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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中化学概念教学策略探究
徐永秀

（重庆市垫江中学校，重庆 垫江 408300）

摘要：2019 年，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了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这也标志着我国教育课程

改革政策和管理体制进入了新的变革时期。在此背景下，高中化学也掀开了校本课程开发和实践的帷幕。如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开展高

效的化学概念教学，已经成为困扰化学教师的教学难题之一。针对此，本文就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中化学概念教学策略进行分析，希望

为广大教师朋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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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在 2013 年开展了普通高

中课程修订工程之后，于 2017 年教育部门又发布了新的关于普通

高中生物化学的课程标准，在此次的修改中，更加明确了普通高

中教学的重要地位，并调整了教学架构，使教学有效进行的体系

更为健全，并且也对课程进行了改革创新，对教育质量标准进行

了研制，进一步增强了指导性。高中化学知识是高中化学课程中

的关键部分，同时其占有着关键的地位。所以，要有效地训练专

科院校的化学素质与整体水平，高中化学老师十分有必要采取新

思维、新手段，来打造高中化学概念教学新局面，全面提升教学

效果，为学生未来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一、高中化学基本的概念分类

（一）有关“化学计量在实验中的应用”概念

在高中化学概念之中，存在着关于化学计量的概念，比如说

物质的量、气体摩尔体积、摩尔质量等，这些内容贯穿整个高中

化学学习阶段，这些概念知识非常的基础，同时有非常大的重要。

其中物质的量是连接初中和高中化学知识的重要连接点，可以将

生活中的宏观物质与微观世界中的微观粒子进行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同时它也是气体摩尔体积、摩尔质量以及物质的量浓度学习

的重要起点，因此，在高中阶段，开展高效的化学概念教学，可

以帮助高中学生对物质的量概念进行更好的理解，这就显得非常

重要了。因此，在学习这些化学概念时，需要学生对物质的性质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学习过程中，灵活地在宏观世界和微

观世界进行转变。总之，对化学计量相关概念的学习，不仅仅是

学习几个化学知识，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学生从原本的宏观世

界过渡到微观世界，深化他们的学科认知。

（二）关于“化学物质以及变化”的概念

在高中化学概念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奇特的物质概念、

化学反应概念等，比如说胶体、离子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等，

这部分概念非常的集中，并且与相关的化学知识紧密相连，为

了更好地学习相关的化学概念，教师应该将其与其联系非常紧

密的化学知识进行一同教学，以此，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

加深认知。

（三）关于“零散”的化学基本概念

关于这部分概念，主要是穿插在各个化学内容之中，分布得

很散，但是自身又很有特点，并不容易将其进行集中概括。比如

说同位素概念、萃取、同分异构等。这些概念非常的简洁，但自

身的特点也十分的鲜明。因此，对这些感念进行教学过程中，也

是对已经学过化学知识的重新审视过程，通过对这些“零散”概

念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填补整个化学知识体系，加深他们的理解。

因此，学习这些“离散”地化学知识非常重要。

二、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化学概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陈旧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高中化学概念教学也迎来了改革的

新契机。传统的化学概念教学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因此，

化学教师有必要对其进行优化和创新。经过实际调查，还存在部

分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全程主导课堂，向学生们进行化学知

识的粗暴输送，形成一种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被动接受的

“和谐”教学局面。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影响学生们学习化学知识，

使他们无法深刻理解化学概念，消减他们的课堂体验，降低化学

概念教学效果，同时还严重违背了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二）教学方式固化

随着新课改轰轰烈烈地推进，很多高中化学教师将“自主探

究教学方式”运用到实际高中化学概念教学中去，通过这样创新

型教学方式，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但是在这期间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教师只是侧重于形式，没有真

正理解教学方式的原理和正确用法，很多时候演变成：为了探究

而探究，缺乏实际效用，教学方式固化。培养学生学会科学探究

方式固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更为重要的是培

养他们的化学思维，灵活运用化学知识以及质疑精神。

（三）忽视概念教学

很多教师在实际的高中化学教学过程中，侧重的是学生对于

化学知识的获取和技能的学习，而往往忽视概念教学的重要性。

化学概念是学习和掌握化学知识的基础，同时也是化学知识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学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一带而过，而

是要确保学生都能够数量了解并掌握它。

三、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中化学概念教学策略

（一）引入科技手段，深化概念理解

在新时期，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中化学教学的重要改革方

向。我们能够看到，在科技手段的助力下，化学课堂也更加光彩

夺目，而这也给教师落实化学概念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支持。

在教学实践中，为了促进学生对变化观念以及相关概念的理解，

教师不妨将立足于新的教育时代发展形势，积极将一些现代化的

科技手段引入到化学课堂，不断提高化学教学的亲和性、趣味性

和有效性，助力核心素养教育的推进。例如，很多学生对于悬浊

液这个化学概念没有一个清晰地认知，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甚至有些学生将其与溶液进行混淆，严重影响化学知识的学习。

因此，教师在进行关于“悬浊液与溶液”概念的教学时，为了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化学知识，使他们对悬浊液这一化学概念有一个

清晰、直观地认知，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手段，通过在网络中收集

的教学素材，并且将其制作成教学课件，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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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给学生们观看，他们通过直接观看液体的具体状态、形状等，

深化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如，在讲授《难溶物沉淀溶解平衡》这

一概念时，教师可结合网络视听资源，引入一些关于钟乳石的图片，

或者展示一段关于“溶洞生成”的视频展示给学生们，在此基础

上将 CaCO2+H2O+CO2=Ca（HCO2）
2 这一反应式，详细地讲给学生

们听，指引他们对其成分的细致分析，使他们能够把握其中碳酸

钙的转化与沉积原理。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将碳酸钙这一无

机化合物的相关知识点讲述给大家，它被称为石灰石、灰石等，

它的主要反应是：CaCO3=CaO+CO2 ↑（高温），通过这样的教学

方式，不仅可以充分地引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更好地调动他们的

积极性，同时还能构建一个高效的化学课堂，使他们能够更加便

捷和深刻地把握相关化学概念的内涵，促进他们对于化学物质变

化的理解，让核心素养教育能够在化学课堂当中落地生根。

（二）开展合作学习

新课标指出，化学教师应当注重合作式以及探究式模式的应

用，通过此举来为学生化学素养的发展奠基。因此，为了更好地

进行化学概念教学，落实好证据推理以及模型观念教育工作，教

师不妨也从合作学习模式着手，打造一个合作化的化学课堂，引

领学生通过集体之力来展开化学学习，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

作意识，从中获得化学概念认知的深化、能力的提升和素养的发展。

例如，在讲解“盐类水解”的概念时，教师可在把握学生认知特点、

兴趣爱好、化学基础等方面实情的基础上，在班内划分出多个 4-6

人并且“实力均衡”的小组，指引各组在分析硝酸钾、碳酸钠等

物质的基础上，设计并且展开相关实验分析，探讨如何测出 pH 值，

如何进行酸碱强弱分析等等。教师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监

督和引导的作用，充分与学生们进行沟通，了解各个小组的进展，

并及时地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这样做不但能够加深学生对于该化

学反应概念的认知，而且还能为他们搭建好一个互相交流、主动

探究、分析交流的平台，增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情感，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脑海中搭建起一个推理模型，进而把握相关

知识点的内涵精髓，获得合作、探究、思维以及处理问题等能力

的发展。

（三）依托微课技术

微课技术是互联网 + 时代下的一个标志性应用技术，对初中

生的化学知识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微课教学技术具有

化学知识精练、直观性好、易于运用的优点，将其融入到化学课

堂当中，就可以减少学生的化学知识难点，从而使得其教学效果

得以有力提高。其次，利用微课教学技术可以形成一个翻转式的

化学课堂，使得学习者可以掌握更多自主探索、思想交流和动手

实验的契机，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学生推至学习主地位，使其化学

观念、学科应用及思考能力等得以有序性发展。所以，在化学的

教育过程中，化学老师必须坚持创新化和现代化的教育思维，以

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能力需要作为教育切入点，通过强化微课的教

育渗透，逐步减少了学生的化学概念学习难度，进一步加强教师

和对学生化学知识的理解，从而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学生探索、合

作精神和解决化学难题意识的增强，为核心化学知识教育的落地

生根打下了基础。又比如，学生在学“电解”中，很多学生关于

它的概念以及原理并不是很清晰，教师可以在网络收集相关资料，

将其制作成微课，在课前，通过网络渠道，将相关的微课发送给

学生，让学生进行预习，并且将预习后的心得与发现的问题进行

反馈。教师根据此对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计划进行优化。在课中，

教师重点对学生有问题的概念、原理进行讲解，通过这样的方

式，帮助他们理解电解之一化学概念，深化他们的认知，从而强

化他们的化学核心素养。还比如，讲述完“乙醇的氧化反应”之

后，很多学生对于这一概念比较模糊，教师可以在实际的高中化

学教师中，运用微课的方式，将其展示给学生。这一化学反应是

CH3CH2OH+O2 → 2CH3CHO+2H2O，视频中，将铜丝放置在酒精

灯上进行灼烧，之后，将其放入到乙醇中，铜丝会变成红色，并

且产生大量的气泡，伴随着产生刺激性气味的同时，铜丝变红，

通过微课将化学实验展示给学生们观看，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他

们对于这一反应更加的直观，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化学素养。

（四）联系前后知识

化学作为一门自然性质的学科，蕴含着诸多知识点与概念，

其中不但包括了一些宏观方面的化学概念，而且也设计了诸多微

观方面的化学概念。具体来说，宏观方向的化学概念主要包括有

化学物质的性质、分类以及变化等，微观方面的概念主要包括有

一些化学物质的微观结构等等。相较于其他的学科来说，化学的

主要特色就是宏微观的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为了落实好

核心素养教育，提升概念教学实效，更好地培养学生化学核心素

养，教师有必要做好对学生宏微观念和化学概念的培养工作，从

而使他们能够摸透化学的本质，深化学科认知，从中获得更多认

知与能力的提升。而如果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教师可以从化

学知识点以及化学概念的前后联系工作，通过有效地串联讲解来

深化学生的宏微观念。例如，在讲解“原子杂化轨道”这一概念时，

教师可先从宏观认知教育方向着手，和学生们一同回顾一下以往

所学到的苯、甲烷和乙炔等方面的知识点，与他们一同探讨一下

这些物质的性质、结构特征，聊一聊物质变化等等。其次，教师

可以抓住合理时机引出 SP、SP2 以及 SP3 等杂化内容，从而引入

微观教育，强化学生对于官能团成因、键角等概念的理解，通过

这样的教学设计来实现宏观教育和微观教育的牵连，从而为学生

化学素养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五）设计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精神责任

从核心素养角度来看，化学教学应当教会学生如何运用所学

的化学知识去认识、了解和改善生活。因此，在化学概念教学实

践中，教师为了让学生深化学科认知，使他们对生活中的化学知

识有一个直观、具体的了解，可以在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设计一

些实践性非常强的活动，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和发现问题

的能力，为学生科学精神以及社会责任的发展奠基。例如，教师

可结合“pH 值”这节课，设计一个实践活动，即指引学是对家里

的自来水、雨水或者附近的河水等进行 pH 值测量，在此基础上，

分析出其中所存在的水污染情况，在此基础上，引领他们写一下

自己的感触或者对策建议。这样不但能够提高概念教学有效性，

促使他们将知识内化，加深对 PH 直概念的认知，同时还能为学

生科学思维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奠基，可谓是一举多得。

四、结语

总之，在新课改旗帜下，教师非常有必要重视化学概念的教

学工作，在新时期，应该积极运用新思维、新方法，来打造全新

的高中化学概念教学新局面，全面深化学科认知，进而提升他们

的化学素养，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董娟娟 . 微课在高中化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D]. 西北

师范大学，2020.

[2]王洪鑫.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中化学概念教学策略研究[D].

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