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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立意的化学课堂的构建
——以《水的组成为例》

高　伟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江苏 南京 210048）

摘要：《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凝炼出了包含“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

型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等五个要素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从确立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与评

价目标、确立教学与评价路线图和确定学习任务与评价思路三个角度构建起以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立意的化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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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时期教育工作的不断演变发展，核心素养理念逐渐成

为新时期教学活动的主流思想和观念。新时期的化学教学工作的

开展，应当树立一种全新的思维与观念，侧重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的提升，放弃以往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

品质，最终成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针对核心素养理念的贯彻，

高中阶段的化学教学工作必须要突出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

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这五个层面的教育和引导，培养学生的化学

学习品质。如何打造新颖的化学课堂，从而真正地将核心素养理

念渗透到化学教育当中，使我们的课堂真正实现由学生被动学习

走向主动学习，由单一学习走向多样化学习，培养学科育人的关

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理念，成为教师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本文将以“水的组成”这节新授课的设计为例来谈一下今后化学

课堂的构建路径。

一、明确化学核心素养理念的指导地位，彰显新评价模式

任何事情的开展都需要设置一定的目标，没有突出的目标就

无法合理开展相关工作。而教学目标的制订，应该在综合考虑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化学课程标准、教材内容、学业质量要求、学

生的已有经验（知识、素养基础及认知特点）和学校的教学资源

实际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化化学课堂的重点内容和方向，从而引导

学生通过问题解决等相关学习活动，建立起系统化的知识网络和

结构化的认识思路，从而发展自身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基于此

我们确定了本节课的教学与评价目标：

（一）通过［2.2-K1-1］，可以明显看出水的组成成分，经

过微观和宏观两重解析，从而强化学生思维能力。

（二）通过［2.2-P1-3］运用电解水实验的方法来获取信息，

从而推断出水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的。之后再进行验证反推，从而

得出科学结论。

（三）通过［1.2-P-2］，我们可以对实验进行分析，选择恰

当的实验器材和次序，确定关键因素并加以控制和［1.2-P-4］按

照一定程序、步骤完成探究活动，落实“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二、确立教学与评价路线图。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必须以评价为载体，制订出基于

核心素养原教学与评价路线图，并就教学与评价的任务设计出系

统的流程，以实现解决教与学的对接，将课标内容、教科书内容

转化为教学内容。

图 1　教学与评价的路线图

三、确定学习任务与评价思路

确定学习任务与评价思路时，必须要对课程主干进行分析和

模拟，找到其主要板块，每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板块。板块的设

计应包含内容（Content）、活动（Activity）、情境（Situation）、

评价（Evaluation）、策略（Strategy）和目标（Target）。然后将

板块内涉及的化学内容进行任务化设计。本节课的板块就是“认

识水的组成”，可将该内容设计成如下三个教学任务。

（一）宏微结合认识水的组成

【教学任务 1】通过氢气的燃烧和水的电解认识结合质量守

恒定律认识水的组成。

【评价任务 1】

1.［2.2-K1-1］认识水的组成。

2.［2.2-P1-3］运用电解水实验的方法来获取信息，从而推断

出水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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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功能定位 1】

1.“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2.“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图 2　学习任务 1 教学流程图

（二）模型构建

【教学任务 2】通过对根据氢气燃烧与水电解确认水的元素

组成的方法的归纳建构起确认物质元素组成的模型。

【评价任务 2】

［2.2-P1-3］运用氢气燃烧实验和电解水实验的方法来获取

信息，从而推断出水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的。并所此归纳出推断物

质元素组成方法的模型。

【素养功能定位 2】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图 3　学习任务 2 教学流程图

（三）生态文明来看水

【教学任务 3】通过构建的推断物质元素组成的模型通过实

验探究石蜡的元素组成。

【评价任务 3】

1.［1.2-P-2］列出实验方案，选择适当的仪器或资源，确定

关键因素并加以控制

2.［1.2-P-4］按照一定程序、步骤完成探究活动。

【素养功能定位 3】

1.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2.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图 4　学习任务 3 教学流程图

四、结语

“水的组成”这节课的设计，从教学与评价目标的制定，教

学与评价路线图的确定以及学习任务与评价思路的确定都是依托

化学核心素养理念的本质要求而设定的，对于新时期的教学任务

的完成具有明确的指向作用。本节课的设置充分体现了落实以“素

养为本”的教学理念，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关注学生的全面发

展，实现核心知识、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及价值观念等多维度的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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