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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社会责任素养的高中化学教材资源整合及实践研究 
胡锦阳 

（宁波市惠贞书院  315000） 

摘要：新课标改革背景下，高中阶段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教材也要顺应时代潮流科学编排课程内容。高中化学教学中，新课改

为其增添了活力，开启了高中化学教学新格局。但，高中化学改革中，现有教育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人教版必修教材，教学内

容多但学习课时较少，部分初中阶段化学基础差的学生就有一定的学习压力，实验教学比较少使得学生不能顺利完成实验。基于此，

指向社会责任素养下高中化学教材资源整合与实践相关知识，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简单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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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中化学社会责任素养内涵概述 

众所周知，化学学科教学有一定的实践与应用性特点，对社会

责任担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常教学中全面落实“社会责任”成

为可教、可学及可评融为一体的教学目标，这是教学的核心。化学

学科中有效培养社会责任素养，要求要深入了解其内涵，所以深入

分析化学学科社会责任素养内涵是非常必要的。 

1.1 社会责任内涵分析 

社会参与领域中，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与核心构成。而

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个体行为提出的客观要求与外在规定，充分体现

了社会对个体发展提出的要求与指向，是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关

键。现阶段，社会责任界定以具体对象与心理过程两方面入手。其

中责任对象主要包含他人、家庭、集体、国家与全人类做出的贡献

与应有的担当；心理过程体现了社会责任认知、情意及行为等三个

层面。 

社会责任可是跨学科独立指标，还可融合具体学科或主题。社

会责任素养融合学科课程表现为，新颁布多个学科普通高中课标

中，物理表述为科学态度与责任、生物 4 条之一，化学表述成为科

学态度及社会责任，信息技术为信息社会责任，明确纳入学科核心

素养中，各学科社会责任素养根据学科具体内容与特点，其内涵与

表现形式具有相应的特点。 

1.2 化学学科社会责任内涵 

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科核心素养集中体现了其育人价值，高中

化学新课标针对化学学科提出了 5 条核心素养，其中“科学态度与

社会责任”是化学学科学习的高层次价值目标，社会责任素养就是

社会发展中充分认识化学的贡献与责任，其主要表现为：具备安全

意识，进一步神人化学对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居民美好生活需求

创造方面做出的贡献；具备节约资源及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意

识，从自我做起构建简约湿度、绿色低碳生活模式。正确判断化学

联系紧密的社会热点问题，参与化学问题社会实践活动。该表述基

于社会责任心理构成要素认知、情意及行为角度入手展开分析。 

2、社会责任素养背景下高中化学教材资源整合实践 

2.1 统揽教材体会“分段学习与螺旋上升”设计理念 

实际教学中，基于该教材设计理念全面把握教学的广度与深

度。社会责任素养背景下，高中化学新课标“必修 2+选修 6”模块

设计充分展现了化学学科、社会与学生等实际发展需求，也体现了

学科的公民与大众教育思想。各模块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根据分段

学习与螺旋上升策略设计，统筹兼顾学生全面发展需求，还要注意

其个性发展。不同模块中充分体现同一内容，不同模块中有不同的

教学功能与要求。实际教学中老师要统揽整个教材体会各模块中知

识教学功能，以此准确把握教学广度与深度。课堂教学中，因老师

没有深入研究新课标理念、不熟悉教材整合与学情，同时受高考本

位教学思想影响，大多想要一步到位任意拓展，使得教学中学生面

临更重的教学压力，课时紧张而且教学效率不高。 

如必修教材中原电池内容倾向于化学能与电能转换，以能量转

化为主，不用深入发掘电极反应式书写内容，但部分老师讲原电池

形成条件及反应式书写作为探究重点，以此不符合教学重点。选修

模块《化学与生活》部分分析了电池原理，是在必修基础上的发展

与提高，尤其是实用电池方面。《化学反应原理》中重视深入分析

原电池原理，熟悉并分析电极反应，以此增强学生电池问题分析能

力与电池设计能力等。在选修 4 电化学基础《原电池》教学中，部

分老师忽略了化学必修 2 此部分内容的教学，不重视如何有效衔接

必修与选修教材内容，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原电池构成与构成原理分

析，导致学生对学生没有兴趣，弱化了原电池设计、反应机理探究

及电极反应书写等教学主题。 

2.2 深入研究教材知识展现方式，发掘其教学功能 

新课标改革背景下，高中化学教材内容有更加新颖、丰富与鲜

活的方式，教材内容图文并茂、有很强的趣味性与可读性，甚至还

可增加了科学探究、交流思考、学与问、资料卡片、实践活动、科

学视野与史话、还有信息搜索等重要栏目，明确“科学、技术、社

会及环境”主题。实际教学中，要深入发掘其教学功能，全面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探究能力，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实现全面发展，不

能草率处理或忽略此类问题，导致其教学功能被弱化。各栏目教学

功能有所差异，比如资料卡片与科学视野旨在方便学生获得信息，

进一步拓宽学生学习视野；思考交流环节要求学生要相互启发，集

思广益充分交流信息，扩大信息容量，为学生对比与评价能力的提

高奠定基础；实践活动栏目明确了学生学习主体地位，资料与走访

调查中培养学生学习主动与积极性；科学探究利用科学设计探究活

动引导学生合理制定学习计划、搜集证据，有效描述实验现象、归

纳讨论及反思等各方面能力，注意方式方法的科学性。教研活动中，

部分老师没有深入发掘教材栏目编写意图与功能，也不能实现教材

编写目标，教材处理不到位使得教材中的隐性思想方法无法充分发

挥其作用，直接影响着学生过程方法及情感价值观等能力的培养。 

如选修 4 电化学基础《原电池》内容教学中，其科学探究板块：

要求用不同金属片设计并制作原电池，通过实验论证制作是否合

理。提示，可用设计题材包含不同的两片金属片、砂纸、滤纸、食

盐水、导线及灵敏电流计等。该探究课堂有很强开放性，是培养学

生发掘原电池反应原理与设计，养成科学探究习惯的重要素材，但

部分老师却忽略了教材内容，课堂上只是简单设计说明，很大程度

上削弱了课堂教学效率。 

2.3 深入分析并发掘教材价值，充分发挥教学作用 

指向社会责任素养背景下，老师整合教材资源时要注意知识要

求，同时还要发掘其思想观点与教学方法，有效阅读、分析并整合

教材前提下，为学生设计教学情境与探究活动丰富的教学活动，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及合作学习，积极落实新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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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硫及其化合物》SO2 内容教学设计中，可基于食品安全问

题为学生呈现色泽暗淡、形状干枯与个体丰满而且颜色润白的两类

因而，通过讨论交流学生选择购买，对于学生不同选择观点，体现

新闻连线央视《生活》报道“用硫磺熏蒸因而其致癌物严重超标，

学生充分阅读新闻素材通过钟罩与硫燃烧产物漂白红花、绿叶及香

蕉果皮等实验，确保学生亲眼看见并体会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性，

利用资料卡片便于学生掌握二氧化硫漂白食品产生的危害，及其如

何辨别真假因而，对 SO2 漂白性产生新的认识。”实际教学中利用生

活典型案例设计问题，便于强烈刺激或能够激发学生挑战欲望的知

识、情感与意识，全面激发学生知识探究欲望，增强学生法治意识

及社会责任感教育，增强教学活力。同时启示人们理解高中化学教

材各栏目设置意图，深入发掘其包含的隐性资源，保障教学功能的

多元性，为后期教学创新奠定良好基础。 

2.4 创造性处理加工教材，保障教材应用的个性化 

新课标理念提出：教材不再预先规定等待学生学习知识，其是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社会责任素养背景下，老师要对教材表

现的课程目标有所深入分析并准确把握，创造性开发并应用教材内

容，适当地调整、增加、替换与充足教材内容，有效融合继承发展、

分散整合及补充舍弃。注意知识发现发展，淡化纯理论知识与学生

难以理解的知识，不能一味追求教学内容完整性，要积极拓宽教学

内容、补充化学事件，与新成果与进展相联系的内容，深入发掘教

材中蕴含的人文素材化学史，提高化学交叉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根

据地区实际情况针对性开发加工教材资源，便于学生主动构建知识

体系。 

如，融合化学史或古籍蕴含的化学知识：基于火药制取原理、

古诗词包含的化学知识、化学家拉瓦锡用定量方法测定物质构成、

凯库勒梦中发现苯结构简式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知识与趣味性，

加强学生科学精神及社会责任感培养。 

2.5 优化整合实验教学资源，充分发挥教学功能 

社会责任素养背景下，化学新教材扩大了演示、探究及学生等

实验占比，突出教学中实验主体地位，利用实验处理教学内容呈现

实验内容，增加实验补充与改善方法，以此无按摩激发学生化学学

习积极性主动探究问题，促使学生更好地探究化学知识原理，以此

提高教学研究性，为学生体验科学探究、掌握科学方法提供保障，

化学学科中充分体现实验的魅力。整合实验资源时，要明白该实验

有怎样的教学功能？呈现方式是什么？为学生后期学习、科学素养

发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等。 

如金属化学性质教学中，教学通过“滴水点火”内容激发学生

兴趣并构建相应的教学情境，导入新课内容。通过双簧管组织钠燃

烧实验，直观呈现实验现象，解决传统石棉网钠燃烧现象存在的问

题。通过废弃资源青霉素瓶或铜丝、锌丝及电流计组织微实验装置，

便于学生分组进行原电池形成条件探究实验。设计绿色环保实验节

省成本，充分应用日常生活课程资源增强学生课程参与度。 

再比如《电解池》内容教学中，缺乏氯化铜基础上老师为学生

演示电解硫酸铜溶液过程，分析电解氯化铜反应过程，认识电解概

念与电解池构成，此种教学方法不利于整合资源资源，因而教学有

效性有待提升。 

3、社会责任素养下高中化学教材资源整合建议 

3.1 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及教学资源 

实际教学中，有效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老师制作微课或个

人网页为学生推送学习资料，以此补充课堂学习。还可以仿真试验

完成课堂上危险性高或时间长的实验，充分发挥实物展示台或多媒

体交互设备等作用。再比如，应用软件处理功能辅助教学：酸碱中

和滴定时，手持 PH 计检测融合 PH 值，在借助 Excel 作图功能绘制

酸碱中和滴定曲线，便于学生深刻体会 PH 变化。 

3.2 为学生创造更多动手体验操作的机会与条件 

基于个体认知法律角度，亲自动手操作体验取得的认知是最为

深刻的。如基本实验操作中应用分液漏斗时是否要将上口瓶塞打

开，检查简易气体制备装置气密性时是否需要将止水夹关闭等问

题，仅仅依靠老师反复强调其效果有限，安排学生亲自操作实验论

证可节省时间而且有更好的效果。再比如，晶体结构方面的问题，

新课标理念要求学生要具有空间性想象能力，灵活应用所学数学理

念解决化学问题，假若可引导学生寻找材料自己动手建立 NaCl、金

刚石、二氧化硅、石墨及 C60 等材料模型，就可有效打破教学难点。

所以，老师要根据学校实际环境尽可能为学生创造更多机会自己动

手操作实验。 

3.3 根据学生实际学情控制难度与容量 

实际教学中，根据学生实际学情准确把控内容难度及容量，以

此为学生设计分层次教学内容。整合教材内容资源要突出“学生为

主题、老师主导的”教学双边关系。实际执行过程中因热情高而忽

略了学生学情，使得学生出现知识容量大或难度拔的太高问题。结

合不同生情准确把控容量与难度，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适当地扩大

容量并增加挑战性内容。基础较差的学生可增加基础知识部分占

比，保障内容的趣味性全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打好基础为后期层

次提高创造条件。 

3.4 合理选择课堂教学测量，突出重难点 

高中化学教材整合中，因兼并重组减少了部分知识与素材，假

若教材中应用传统教学模式就会与紧张课时出现矛盾，不能按时完

成教学任务。所以教学中不能一刀切或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集中力

量突破重难点，一笔带过简单内容要重难点突出。学生一看就明白

的内容以材料方式呈现给学生，课堂上不用花更多时间讲解，理解

有难度的内容是老师讲解的重点，也是课堂上什么内容要精选，内

容取舍明确。 

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责任素养背景下，高中化学教材资源整合实践，

对教学效果与效率的提高、学生化学核心素养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还可提高老师自身教学水平。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

题，因而实际教学中老师要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基于社会责任素养

指向下，加强整合化学教材资源，全面增强学生化学核心素养，为

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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