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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课堂中核心素养培养的路径分析
白　谦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高级中学，广东 深圳 518118）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不断深入，高中化学的教学模式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将新理念、新方式引入化学课堂，以此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兴趣，加深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从而帮助学生逐渐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化学知识体系，为之后学习更深层次的化学知识打

下坚实基础。本文将针对高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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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化学核心素养培养价值分析

高中各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明确了这个前提下，通过

学习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养成正确的三观，锻炼相关思维能力，

通过利用这种思维能力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总而言之，

一要培养专业知识及技能，让其有所依；二要培养思维能力，让

其有所悟。

在新一轮课改中，明确指出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其中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化学学科是开展学科育

人的主要科目。第二，高中生通过学习化学知识获得社会责任感、

正确的思维方式，提升未来的适应能力。第三，高中生在化学课

堂上可以学习终身必要的化学知识，适应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由

此可见，培养高中生化学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二、高中化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授课理念落后。现阶段，开展化学教学时，很多教师

并未认清学生间的差异，通常采用同样的内容、模式对学生开展

教学，未能将因材施教理念贯彻到教学过程，极大影响了不同层

次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水平。

其二，授课内容不完善。在授课时，教师多以化学教材为主，

很少主动借助新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教学辅助手段，对授课

内容进行扩充，不利于学生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无益于其拓宽自

身化学视野。

其三，教学模式单一。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师与学生间的互

动程度严重不足。同时，教师通常以“看教材——讲理论——看

实验——写总结——做习题”的流程教学，整个授课过程以教师

为主导，未能凸显学生在化学课堂的主体地位，不利于学生各项

化学核心素养形成。

三、高中化学课堂中核心素养培养的路径

（一）加强知识输入，创设多元内容

在传统教学过程当中，教师更为注重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容

易忽略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理论知识固然为化学的主体部分，

但其自身也来源于实际生活，是一种生活中可运用的事物原理。

教师若想加强知识输出手段，便需要积极联系生活，以生活中的

实例入手，增加知识输入的窗口，丰富学生的学习过程。因此教

师要帮助学生寻找与知识点相关的生活案例，引起学生的共鸣，

使得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内容。教师要将核心素

养理念贯彻到课堂之中，让学生学会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促使

其充分考虑事物的合理性，遵循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继而充分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促使他们全面发展。当学生养成主动学习

的良好习惯后，他们的学习效率便会极大提高，充分提升学生的

核心素养。

以酸和醇的酯化反应为例，教师可以引入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如做菜时，许多肉类的腌制需要加入食醋和料酒。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知道料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而食醋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我

们能够闻到菜香味，实际上是乙醇和乙酸在锅中发生了酯化反应，

生成的乙酸乙酯发出的香味。以该实例入手，教师可通过具体讲

述乙醇和乙酸发生反应的化学键结构变化，逐步推广到醇类和酸

类发生反应的化学键成键特点，最终将这种具有特点的成键规律

命名为官能团，以此完成本节课的教学。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

要让学生以发散思维看待课堂上的知识点，有效活化学生的思维

脉络，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二）构建线上平台，培养自学习惯

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是提升高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础。

基于此，高中教师在进行化学教学时，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通

过构建线上自学平台的方式，帮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

习惯，为其自学能力全面提升打下坚实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

很多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时，难以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这不

仅会影响到学生的自主学习效率，还会对他们的心态造成很大影

响。教师可将授课过程中用到的微课视频、PPT 课件等数字化教

学资源上传到线上自学平台，这样学生便可随时随地获取需要的

知识内容，打破了学生与化学知识间的时空壁垒。此外，学生若

是在自主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将其上传到线上自学平台的讨论

区，借助同学、教师的力量将问题及时解决，扫除他们自主学习

路上的阻碍，提升其自主学习效率。不仅如此，教师还可在线上

自学平台上添加“打卡”功能，当学生自主学习完某部分内容时，

便可利用此功能进行“打卡”。此外，教师还可对学生打卡次数

进行排名，并每周进行一次公布。通过此方式，学生的自主学习

热情将会被彻底激发出来，这对帮助其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有极大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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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化学实验为依托，促进综合素养的提升

“实验是揭开化学神秘面纱的一把钥匙。”在开展培养高中

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学习中，高中生并不是进行“照方抓药”式的

化学实验，而是充分去观察和思考，通过观察寻找思考的方向，

通过思考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增强个人的实验探究能力。除此

之外，在实际的实验探究过程中，高中生除了依靠个人外，更需

借助他人的力量，完成相应的实验，并在此过程中锻炼个人的团

队协作能力。另外，实验也是一项具有规则性的化学实践活动。

为了保证实验的高效进行，培养高中生的良好实验习惯，高中生

必须遵循相应的实验步骤，在实验中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更为

重要的是，高中生在具体的实验操作中需要树立安全意识，既保

证个人在实验中不受伤害，又确保他人不受伤害，真正懂得关爱

生命。总之，实验教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锻炼高中生的综合素质。

在培养高中生化学核心素养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培养高中生

科学的思维方式。本文中的思维方式是指微观与宏观、定性与定量、

预见与实践三种思维方式。在“微观”与“宏观”思维方式方面，

教师可以借助哲学中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让他们了解“微

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在定性与定量方面，教师在开展实

验教学的过程中以相应化学药剂的性质为基点，开展量化的实验，

让高中生在实验中反复观察相应的现象，实现对化学知识的认知

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化，增强他们描述实验现象以及结论

的能力。在预见与实践方面，教师鼓励高中生大胆思考，并根据

已有的实验条件以及个人掌握的化学知识进行相应现象的预判。

更为重要的是，教师鼓励高中生设计相应的实验，证明个人的结论，

增强高中生思维方式的科学化。

（四）整合化学知识，促进高中生推理思维的形成

知识是常识抽象化的总结和升华。任何知识的产生需要经过

一系列的验证，并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这即为本文中的推理思维。

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这种思维方式，开展化学核心

素养教学，让高中生在整合化学知识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推

理性的思维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的证据推理思维并不是

指高中生对化学知识进行简单的概括，而是高中生在运用知识的

过程中构建各个知识点的连接点，进行思维化的化学知识整合，

达到增强他们思维推理能力的目的。

在讲授“乙烯的加成反应”这部分内容时，教师让高中生在

实验的过程中整合知识，即运用相应的实验思维进行化学知识的

探究，最终达到增强高中生推理能力的目的。在实际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采用如下的教学步骤：步骤一，以现象为“引子”，让

高中生整合化学知识。教师引入如下化学实验现象：一位高中生

将乙烯放入含有溴的四氯化碳溶液中，发现氯化碳溶液褪色。在

此之后，教师让高中生结合参与实验的两种药剂性质，得出四氯

化碳溶液与乙烯发生反应的假设。步骤二，总结化学反应方程式。

为了让高中生更为深入地理解此实验的化学反应原理，教师引导

他们从乙烯以及溴的化学分子结构入手。在理解上述原理后，教

师运用球棍模型材料展示参与反应的药剂中的化合价变化，让高

中生自主总结出两个化学药剂的反应方程式。步骤三，鼓励高中

生分析反应中的产物。教师让高中生运用上述原理，分析溴的四

氯化碳与丙烯、溴与乙烯反应后的产物，提升他们对这部分化学

知识的掌握能力。在进行上述化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辅助高中

生进行相应化学知识的探究，让他们得出化学方程式，并进行相

应化学知识的总结。更为重要的是，教师鼓励高中生运用掌握的

知识，进行相应问题的探究，增强高中生的“举一反三”的能力，

促进高中生证据推理能力的提升。

（五）授课注重实践操作，培养学生应用能力

受目前教育大环境的影响，大部分学校的化学实验课基本都

是教师在讲台做实验，学生在台下观察实验，学生自己动手做实

验的机会少之又少，因为这样的情况，学生仅仅是在脑海里和视

觉上学习了实验过程，动手操作能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高。

新课改的核心要求是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是教师

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实验课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

操作试验器械，通过自己的操作体验化学原理、感受化学的奥秘。

比如，在学习“粗盐提纯”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自己

动手进行试验：在溶解过粗盐的水中加入过量的 BaCl2、过量的

NaOH、过量的 Na2CO3，过滤，在滤液中加入适量 HCl，蒸发结晶。

此刻学生就会得到提纯过后的盐。学生通过这样简单的实验操作

后得到了正确的实验结果，会大大提高他们的学习信心。教师要

始终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而非主导者，基于核心素养

的培养，社会需要的是能够自主探究学习的学生，是能够根据自

己学到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各种问题并因此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

学生。所以，鼓励学生自己进行实验操作是从根本上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的方法之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为了全面提升高中生的化学核心素养，必须

要将教学改革落实到日常的授课中，只有不断深挖教材内容、改

进教学方法，才能发现学生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改正，

全面提升学生的化学知识水平与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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