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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研究
——以《电解质》为例

陈玉娥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摘要：化学课程不仅承担着传授化学知识的重任，也担负着实现全科思政理念的责任。但是，在实际的化学教学中，存在教师素养不足、

不重视对思政元素的挖掘问题。本文以高中化学课程《电解质》作为教学设计案例，通过对真实问题情境的分析讨论，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将课堂教学和思想品德隐性教育有机融合，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价值观渗透，完成协同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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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教育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即培养何种人才、为谁培养

以及使用何种方法培养。在高校思政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各

个学科充分发挥出自身的育人效果，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进来，

进而做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同向而行，形成一种协同育人体

系。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教师要借助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而将立德树人的任务落实到教学的各个环

节。学科核心素养是立德树人理念落实的具体表现，也是帮助学

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高中化学课程之中，教师想要

践行核心素养的培育任务以及立德树人任务，那么就需要加强学

生正确价值观的建设、关键能力、优秀品质的养成。无论是何种

学科都具有思政育人的作用。课程是思政的载体，学生综合品质

提升则是课程思政的效果。课程思政需要发挥出各个专业课程育

人的主要渠道以及作用，充分挖掘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并将其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此来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

养的综合提升以及全面发展。

在高中化学课程中，电解质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帮

助学生构建粒子观的重要方式，为后续的电解质学习奠定了基础。

因此电解质概念教学需要学生形成多元化内部表征，从而厘清概

念本质。有学者对本节课进行过研究，设计合理的教学设计，如

化学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或者是关于本节课教学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如关于电解质溶液教学若干问题的探讨。笔者选取电解质

这节课，以挖掘思政元素为目的，通过创设真实的情境，提高学

生课堂参与度，能增强学生的感受，并能真切地让学生感受到学

科的价值，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完成素养的提升。将知识教

学和思想品德隐性教育有机融合，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价值

观渗透，更好地完成学科协同育人的目的。

一、教材分析与学情分析

（一）教材分析

本章节所选取的内容为鲁科版《化学必修 1》第二单元《元

素与物质世界》中的第二小节内容。这一章节的内容涉及初中知

识以及第一章节中化学物质研究方法、物质的量等内容。该章节

中的内容在高中化学理论课程学习之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为后

续课程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因为是第一节课程的缘故，所以学习的主要内容为理论性的

知识，比如教学概念、实验原理等等，帮助学生掌握酸碱盐及其

化合物在水溶液以及融融状态下的反应，进而为后续电解质章节

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学情分析

知识储备：认识常见酸碱盐，知道正负电荷定向移动产生电

流的原理，具有物质分类等方法的知识。

认知水平：会书写常见酸碱盐及常见离子的化学式。

学习状态：思维活跃，好奇心比较强。但是注意力难以集中，

微观想象能力较差。

（三）思政教学目标与评价目标

1. 思政教学目标

（1）通过运动完喝水补充水分这一常见现象入手，知道从科

学的角度出发，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不盲目跟从别人。

（2）小组合作探究典型化合物的导电实验，从物质分类的角

度知道电解质的概念，学会判断常见化合物是否是电解质；知道

认识的多样性，形成辩证思维；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通过了解电解质在生活中的应用，建立化学知识与实际

生活联系的观念，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创新意识。

2. 思政评价目标

（1）通过对运动完头晕、口渴的根本原因的讨论和点评，判

断学生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水平（理解水平、经验水平）。

（2）通过对学生探究实验和习题的讨论和点评，诊断和判断

学生对证据推理和电解质概念的认识水平（理解水平、经验水平）。

（3）通过对电解质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实例的讨论与点评，诊

断和发展学生对化学价值的认识水平、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水

平（学科价值视角、社会价值视角、学科和价值视角）。

二、教学过程

学习活动一：真实情境，源疑激兴

师：进入夏天以后，由于天气炎热，大家经常会感到口渴、头晕，

特别是运动完大汗淋漓之后，通常会选择各种水来解渴，那大家

一般都选择什么样的水？

生 1：农夫山泉矿泉水。

生 2：可乐。

生 3：苏打水。

……

师：不同的人看来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不管是什么喝的都有

助于大家解渴吗？根据生活经验，我们知道有时候在喝完某些水

之后，反而更渴了。那到底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水来缓解口渴、

头晕的症状呢？运动完体表出大量的汗水之后引起的口渴、头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生：水分流失造成的。

师：真的是缺水导致的这样吗？希望学完本节课的知识，大

家能从实际问题分析，追根溯源，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

师：今天我们来学习电解质，那么到底什么是电解质？电解

质有什么作用？化学上是怎样定义电解质的概念的呢？

[ 设计意图 ] 生活中真实例子引入新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问题意识，培养学生正确解决问题的科学素养，不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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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问题现象出发，通过科学的方法，

找到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学习活动二：读史明智，践行科学

师：电解质的概念的确立，在化学历史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起初，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法拉第研究电解水的实验，把电解

前未分解的物质叫作电解质。但是这个说法被提出了质疑，拉乌

尔较早地提出水溶液并未通过电流，但盐分子依旧离解了。随后，

阿伦尼乌斯大学毕业后研究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质，他不迷信权

威，敢于质疑，勇于探究，提出电解质溶液在水中就会自发地、

大量地离解成为正、负离子，即使没有电流通过溶液。但是，电

离学说仍遭到许多科学家的怀疑和反对。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奥

斯特瓦尔德和范特霍夫，两人在当时已是有名的化学家，并不因

为阿伦尼乌斯年轻无名而小看他。范特霍夫在收到阿伦尼乌斯的

论文后，安排阿伦尼乌斯到阿姆斯特丹大学进行研究，并提供最

好的实验条件。三位杰出的化学家结成强大的联盟，终于使电离

学说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1903 年，敢于坚持真理的阿伦尼乌

斯因提出电离学说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是全世界第三位获得诺

贝尔奖的化学家。

[ 设计意图 ] 引入化学史进行教学，塑造学生追根溯源的品质，

培养学生并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敢于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

精神，即便自身面对怀疑和反对，也要坚持自我，永不放弃证明

自己。

学习活动三：小组合作，探究新知

师：电解质溶液在水中会自发地、大量地离解成为正、负离子，

这是微观过程，那么我们怎么去通过宏观的现象直观地感受这个

过程呢？物理上我们学过在闭合回路的条件下，打开电源，正负

电荷定向移动，通过电流表、电压表的指针发生的偏转，我们判

断有电流通过。那化学上，能不能通过电流表指针的偏转，判断

溶液里有正负离子能导电？

生：应该可以。

师：那给大家提供NaOH固体、HCl固体、KNO3固体、酒精固体、

蒸馏水、电源、导线、灵敏电流计、酒精灯等，请每个小组自主

设计实验，探究物质导电的条件是什么？跟物质的状态是否有关？

跟物质的类别是否有关？

生 1：我们组探究的是 NaOH 固体、HCl 固体、KNO3 固体、

酒精固体的导电性实验，根据闭合回路电流表指针都不偏转，说

明物质固态都不导电。

生 2：我们组探究的是 NaOH 溶液、HCl 溶液、KNO3 溶液、

酒精溶液的导电性实验，根据闭合回路电流表指针偏转，除酒精

溶液指针没有偏转外，说明酒精溶液没有产生正负离子，不导电，

导电跟物质的类别有关。

生 3：我们组探究的是 KNO3 溶液、KNO3 固体、加热 KNO3

固体的导电性实验，根据闭合回路电流表指针偏转，同一种物质，

固态不导电，液态导电，随着加热，物质在熔融状态也能导电。

师：非常好，大家把可能导电的情况都考虑到了。为什么同

是溶液，酒精溶液却不导电？

生：说明酒精不能产生可以自由移动的电荷，并不是所有的

物质都可以导电。

师：同一种物质为什么固态不导电，液态、加热状态可以导电？

生：说明固态没有产生可以自由移动的电荷，液态、加热状

态可以产生自由移动的电荷。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导电跟物

质的种类、状态有关。

师：物理学上根据导电性实验，将物体分为导体和绝缘体，

化学上根据一定条件下的导电性实验，将化合物分为电解质和非

电解质。

[板书]电解质：在水溶液里或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化合物（酸、

碱、盐、大部分金属氧化物）。

非电解质：在水溶液里和熔融状态下均不能导电的化合物（酒

精、蔗糖等大部分有机物、大部分非金属氧化物）。

[ 归纳总结 ] 电解质导电原因：（1）内因：自身能电离出自

由移动的离子。（2）外因：离子在水溶液或熔融状态下。

[ 设计意图 ] 通过小组实验探究，锻炼了学生动手实验的能力，

激发协调合作的意识，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推理能力，辩证思

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注重实践，强调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习活动四：练习巩固，总结提升

师：学完电解质的概念，来验证一下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程度。给大家 2 分钟时间，请同学们自主完成以下练习：找出哪

些是电解质？哪些是非电解质？哪些既不是电解质也不是非电解

质？

现 有 以 下 物 质：（1）CH3COOH；（2）HNO3；（3）

NaHCO3；（4）BaSO4；（5）乙醇（酒精）；（6）NaOH；（7）

Cu；（8）干冰；（9）Fe（OH）3；（10）NaHSO4；（11）石墨；

（12）NaNO3 溶液；（13）盐酸。

2 分钟后，请同学回答，先让学生评论正确与否，最后展示

标准答案请同学们对照。

生 1：根据刚学到的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的概念很容易判断出

以上物质属于电解质的是 1、2、3、4、6、9、10。

生 2：属于非电解质的是 5、8。

生 3：它不属于电解质，也不属于非电解质，7、11、12、

13。

[ 过渡 ] 水溶液因为由离子的原因可以导电，但是这并非是物

质本身所产生的例子，而是它们在与水反应之后所电离出来的例

子，因此，类似于 SO3、NH3 这种的化和物质就属于非电解质的

范畴。

[ 设计意图 ] 通过练习中学生的表现，能评价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程度，能评估教学目标是否达成，落实“教、学、评一体化”，

促进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素养的达成。

三、教学反思

本节课理论性较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节，采用情境

教学、自主探究实验、讲述等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采用生活中

真情境、真问题导入新课，在学生对电解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进行了小组实验探究，从问题出发，理性思考，形成了“电解质

和非电解质”的概念，并要求学生能应用电解质的相关知识解决

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从科学的角度

去解决问题，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基于证据意识，辩证地用科

学思维去检验真理，使学生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并通过联系生活，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学以致用的能力，

激发自己的创新意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最后，达到了多

维度的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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