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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化学教学探究
潘晓莉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江苏 南京 210048）

摘要：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彰显了新时代教育的育人理念与育人价值。核心素养有效整

合了课程教学的三维目标，缓解了传统课程教学中由于教材内容限制，而造成三维目标机械、固化的教学常态。将核心素养落实于具体

的教学实践中，不仅能够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优化，还可有效推动教学活动的不断完善。对此，本文以初中化学教学为例，对指向核

心素养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展开深入探究，以不断提升初中化学教学质量，促进核心素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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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指学生所具备的支持个人可持续发展以及适应社

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是新一轮教学改革的主要

方向。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教学，要求教师要在加强基础知

识教学的同时，还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完善课程规划，创新教

学方法，丰富教学评价，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全面

提升初中化学教学质量。对此，笔者结合初中化学教学实例，对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作出如下探索。

一、引导自主学习，培养核心素养

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在初

中化学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实践技能的提升都离

不开学生的自主探究。因此，教师要善于组织各种自主学习活动，

围绕初中化学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自主学习，并

要求学生积极反馈学习成果，不断提升初中化学教学质量，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以九年级上册中《爱护水资源》这一章节的教学为例，在教

学过程中，我先是借助多媒体展示了一组中国以及世界水资源保

护现状的图片，让学生了解由于水资源保护不力导致的一系列严

重后果，并引导、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勇敢发言，了解学生

对水资源保护相关内容的认知情况。这时就有学生回答：“地下

水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工厂非法排放‘三废’而导致的。”

也有学生说道：“水资源不仅包括地下水、河川径流、湖泊水，

还包括冰川融水、冰雪融水、海水等。”还有学生指出：“水资

源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具有周期性、相似性、特殊性等

特点。”……趁学生兴致高涨，随即我引导学生开展了“水的组成”

的探究实验，让学生通过自主实验探究，进一步了解水的元素构

成以及特性，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水的相关特性的理解，引导学

生树立水资源保护意识。

二、实施探究教学，培养问题探究能力

初中阶段的学生当遇到新奇事物时，总是希望能够一探究竟。

因此，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实验探究，不仅能够激发学

生探究兴趣，帮助学生积累化学知识，更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探究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师应积极为学生提供实践探究机会，以

不断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增强探究意识，激发探究潜能，经历

探究过程，从而循序渐进地获得核心素养的发展。

以《氢气的实验室制取》这一实验教学为例，基于学生探究

能力培养的角度，为了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实验过程中，帮助学

生构建更加完善、系统的化学知识体系，促进学生化学素养的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我先是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实验，引导学生根据

我所提供的实验材料，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实验是以小组的形式

进行，其中，我为第一组学生发放的实验材料是稀盐酸和铁定；

为第二组学生发放的实验材料是稀盐酸和锌粒；为第三组学生发

放的实验材料为新硫酸和镁条。各个小组在确定实验方案后，我

又进一步要求学生要认真观察实验现象、详细记录实验过程。当

学生们完成实验后，每个小组指派一名代表讲述实验过程、汇报

实验结果。三个小组全部发言结束后，组织学生就三个小组的实

验方案、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展开进一步交流、讨论与对比，最

后选出最适宜制取氢气的实验材料。学生们在交流、讨论过程中，

不仅选出了最佳实验材料，并进一步提出了每个小组实验的具体

完善方法。在此基础上，为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我又向学生提问到：

“氢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气体，你们知道有哪些氢气的检验方法

吗？你们还能想到哪些更好的氯气制取实验装置吗？”以引导学

生对其他实验方法展开创新探究，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探究能力

的发展。

三、注重方法引领，提升问题处理能力

化学知识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对微观世界的研同样是化学

学科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宏观内容与微观知识的全面掌握，是

学生灵活运用化学知识、提升问题处理能力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因此，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

方法，树立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意识，有效处理化学学习过程中

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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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见酸、碱、盐的复分解反应》一课的拓展教学为例，

在学生们通过对教材中基础内容的学习，已经初步掌握了复分解

反应发生所需的种种条件后，我先是引导学生从宏观角度对相关

化学反应展开交流与讨论：硝酸银溶液能够与稀盐酸发生反应，

并生成一定的沉淀物，沉淀物主要成分为氯化银与稀硝酸；而硝

酸钾溶液与氯化钙溶液两种物质不会发生任何反应，是因为这两

种物质发生反应，不能生成任何沉淀、气体或水等物质，二者只

能在水溶液中共存，这是对化学反应的宏观分析。然后我话锋一转，

又引导学生从微观视角对上述化学反应展开分析，并得出结论：

K+、Ca2+、NO3-、CL- 等物质能够在同一种溶液中相互共存，但

是 Ag+、H+、NO3-、CL- 等物质则无法在同一种溶液中共存，而

这就是离子共存问题。通过引导学生进行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分析，

学生可以从中总结、分离出复分解反应现象的本质，即反应物离

子浓度的不断减少，或反应物离子浓度的不断降低。经过一系列

引导与分析，学生更加清楚地理解了复分解反应现象的原理与本

质，在处理此类化学问题时自然也会更加高效。

四、创设生活氛围，引导学生深入实践

化学知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包含着非常丰富

的实践价值与生活元素。因此，在初中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根据初中学生的生活经验与认知能力，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

引导学生建立化学知识与生活内容之间的有机来年息，帮助学生

找到化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并能够自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在教学《几种常见的盐》这部分内容时，我为学生准

备了食盐、纯碱、小苏打等几种学生们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物质，然后在分析基本学情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自学方案，以

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切入点，引导学生通过生活观察、实践探索、

经验总结、网络搜索等多种渠道了解不同类型的盐在现实生活中

的不同用途，如食盐不仅是一种烹饪调味品，还可用于清洁、消毒、

去除汗斑等其他用途；而纯碱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作为清洗剂、

洗涤剂用于轻工日化、化学工业、医药、石油等多个领域；小苏

打，化学名为碳酸氢钠，它的用途更是广泛，能够用于食品加工、

制药工业、消防器材、橡胶工业……在课堂教学环节，我先是通

过引导学生进行交流、讨论，让学生展示他们的课前学习成果；

在学生充分交流、展示的基础上，我又通过大屏幕以及失实物展

示等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课前所学知识的认识与理解。最后我

又将教学主线落回到现实生活中，引导学生明白为什么小苏打可

以治疗胃酸过多的症状，但并不适用于胃溃疡患者；学会如何用

白醋清除水垢；知道如何维护保养大理石、汉白玉等材质建成的

建筑物等等，真正实现了化学知识向生活的延伸，促使学生在实

践中拓展视野、积累知识，切实感受到化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

的密切关系。

五、巧设分层任务，渗透变化观念

变化观念作为化学素养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旨在引导学生

通过对化学知识的学习，能够正确理解、辨识、学习某些化学观

念与化学规律，并深入探究、全面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促进学

生学习能力的持续提升。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可通过灵活设

计分层学习任务，达到培养学生变化观念的目的。首先，教师可

引导学生理解变化观念的内涵，帮助学生建立核心素养的概念。

然后立足学生真实的化学学情，为学生设计层次化学习任务，引

导学生在任务探究过程中理解化学反应的实质，从而形成变化观

念与平衡思想。

例如，在教学“碳”元素的相关知识点时，教师便可为基础

水平不同的学生分别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如为基础相对薄弱的

学生设计基础性问题，让这部分学生明白碳元素在常温下又哪些

性质？并进行举例说明；针对中间层次学生的学习任务设计，则

可以引导学生理解碳单质在点燃。加热或高温等不同条件下所产

生的化学反应为重点；而针对基础比较扎实，希望进一步提升的

学生，教师可引导学生利用质量守恒定律对碳单质在不同条件下

发生的不同反应进行解释，帮助这部分学生理解质量守恒定律。

通过设计上述层次化的学习任务，帮助学生加深对“碳”单质相

关知识点的认识与理解，促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化学知识学习过

程中加深对质量守恒定律本质的理解，进而逐渐形成变化观念与

平衡思想。

六、结语

核心素养理念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贯彻落实，不是单向性的，

也不是随机性的，更不是偶然性的，需要教师在全面考虑学生真

实学情、教材编排、教学组织需求等多方面要素，秉承以生为本

的教育宗旨，通过引导、渗透、实践、探究、锻炼等一系列教学

活动，促使学生在丰富的教学活动中，发现化学学习的乐趣，获

得情绪的熏陶、思维的发展，实现核心素养的渐进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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