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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高中化学核心素养的建构 
◆姚智慧 

（武川县第一中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1700） 

 
摘要：高中阶段化学知识的探究较为抽象，学生接触化学的时间也较短，

这个过程中学生面对化学的问题总是难以深层次的理解，不能掌握化学

反应的本质，只能浅层面的理解化学的问题，为建构核心素养，教师应

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出发，引导学生探索化学的本质，描述化学的实

验现象，体现化学的多样化。期间教师应关注到高中时期学生的课业压

力，促使学生缓解压力，形成兴趣，提高化学的思维意识，并在化学的

求知过程中，熏陶学生的心灵，让学生认识到化学的重要性，并学以致

用。让学生的思维得到足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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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化学是初中的知识衔接，同时也递增了知识的难度，高

中时期学生的化学能力表现参差不齐，部分学生的化学意识始终
较为淡薄，需要被动的等待教师的指引，才能够初步的去记忆，
很容易形成化学的思维定势，化学的教学应通过理论实践的方
式，多层次的展开化学的思考，教师应将不同的化学教学形式整
合起来，在核心素养的视域下，让学生形成较为积极严谨的探究
态度，通过大量的实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考积极性，鼓励学生
表述自己的化学观点，提高学生的认知与实践能力。 

一、目前高中化学核心素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对学生缺少化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化学的教学中学生较为

容易形成思维定势，教材中设定的概念、公式等，学生机械化的
去记忆，只懂得去回答问题，但不懂得实际的应用价值，对于概
念的形成因素与过程也模棱两可，学生严重缺乏创新能力，他们
将书本中的知识腾挪到习题的条件中，在理论的框架下，难以展
开实践的自我探索，生活中更难以使用的化学的思维看待问题，
无法化解实际的生活疑问，化学记忆较为呆板，在遇到一些复杂
性、新颖的问题时，学生就容易茫然无措，学习起来缺乏信心。 

2.高中化学教学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化学的整体教学评价
不够完善，在评价上教师始终围绕学生的书面成绩进行分析，难
以发现学生的思维优势，其中部分学生成绩较为落后，对化学就
产生了畏难情绪，在评价中没有及时的给予学生鼓励，化学教学
的内容较为单一，评价起来也无法展开全面化的测评，导致学生
的素养不足，老师们都铆劲努力提高成绩，他们更无暇展开化学
的创新。 

3.学生的推理能力和探索实践能力不足在传统的教学模式
下，教师缺乏对学生化学思维能力、推理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
遇到问题不会运用学过的化学知识进行分析。从化学核心要素的
视角来看，学生整体缺乏实践探索能力，不能把静态的化学知识
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当中，化学实践动手能力严重不足。 

二、高中化学核心素养的建构视角 。 
1.夯实核心基础知识  
化学基础知识是学科素养的根基所在，如果根基不扎实，化

学核心素养的培养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教师要关注化学核心知
识，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变换角度，充分利用实验、模型等方法，
帮助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结构。一旦学生在头脑中建立起了完
整的知识模型，他们就可以在遇到未知物质的时候通过类别来推
测不同物质的性质，再从性质出发，来对其用途进行分析。以“硫
和氮的氧化物”一节的教学为例，教师在对 SO2 的化学性质进
行讲解的时候，除了 SO2 自身的漂白性、还原性和酸性氧化物
性质以外，还要结合社会环境，就 SO2 对大气的污染进行分析。
SO2 在大气污染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排放过程中会产生两种
污染：一是通过氧化生成 SO3，和大气中的 CO2 一起形成酸雨，
对于建筑物造成严重的腐蚀；二是部分 SO2 会形成微粒污染大
气环境。如此一来，学生通过学习，不但掌握了 SO2 的相关基
础知识，而且了解了 SO2 排放所带来的危害，这对于培养他们
的绿色化学意识和社会责任而言是十分有益的。在帮助学生完成

基础知识的夯实，建立起完整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化学现象进行
动态的分析，进而洞悉化学变化的本质，掌握变化规律，为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2.重视化学探究实验教学，培养学科核心素养  
在设计高中化学实验时，教师要充分整合与利用教学资源，

选出具有探究意义的探究主题，通过规划探究活动与学生们一起
探究化学知识，使学生形成探究意识。比如在学习有关于有机化
合物的知识时，教师可以从教学主题出发设计探究活动，利用实
验促进学生验证个人想法。在课堂开始，教师可以利用问题先吸
引学生的探究注意力，提出像“已知有机物 A 的水溶液，怎么
确定有机物 A 的结构呢？”的问题，促进学生互相讨论，得出
分离提纯、鉴定结构、确定元素组成、确定相对分子质量等想法，
营造探究的氛围。在问题的调动下，教师细化问题，像“分离提
纯 A 的方法是什么？怎么分析有机物 A 的元素？怎么确定 A 的
相对分子质量呢？”带领学生走进实验室，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
法选择实验器材。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之前，教师一定要让学
生介绍自己的实验想法，经分析确定安全后，方可让学生实验。
比如，有的学生想用燃烧法去确定 A 的元素，通过燃烧确定其
中是否会生成水与二氧化碳。教师要提醒学生实验注意事项，鼓
励学生实验。让学生在探究实验活动中成为主人。成为主人，才
能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与创新意识，形成学科核心素养。  

3.问题的设置  
基于问题学习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求知欲，教师的提问

能够启发学生的思考，在课堂上根据不同的知识内容，通过发问、
设问等手段，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使学生开阔思维，产生解决问
题的欲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请学生猜测第一组图片中的
黄绿色气体和第二组图片中泄露的某液体是什么。揭晓答案后，
请大家依据上述两个事件分组讨论，然后小组汇报发言，逐一分
析从中得到的氯气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总结并展示后，提出
新的问题：对于消防官兵最后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氯气可
以与碱和水发生反应，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反应呢？通过这些问题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氢元素、氧元素、氯元素的化合价，启发学生
的联想思维，让他们进行科学的推测，使学生感受到科学研究不
是靠运气盲目的进行，而是进行了严密的分析推理之后做出了假
设，在假设的基础上设计实验进行探究。引导学生根据假设设计
实验，也可在课下根据兴趣查阅相关材料，想办法验证刚才的猜
测，如何进行实验探究，同时提醒学生根据刚才总结的氯气的性
质应该做哪些实验前准备，防止吸入过多氯气中毒。  

结束语： 
学生在高中化学课程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化学核心素养，如

果没有科学、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教学的引导和帮助，化学核心素
养也难以形成。学生要不断的进行自我能力提升，提高主动学习
意识，积极探索事物的结构及变化发展规律，在学习过程中不断
地积累和掌握化学学科知识，培养自身的化学学科观念，把所学
到的化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很好解决学习和生活中与化学相
关的问题，发挥化学学科的价值。同时，教师也要在学习方法上
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和帮助，帮助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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