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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例析如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 
◆温  剑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硝芳中学） 

 
摘要：核心素养关系到学生未来的发展，从化学学科来看，是学生在长

期的化学学习中掌握的解决问题的化学思维能力。随着化学科五大核心

素养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的教学任务不再是简

单地教给学生知识，锻炼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而是在这基础上促使学

生的关键能力得到提高。所以，在课改下的化学教学中，教师要从“宏

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识”“实

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为学生的后续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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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化学教
育，不仅要引导学生更全面地认识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而且要
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促
进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也就是说，
核心素养下的化学课堂应该在培养学生关键能力，培养学生必备
品格中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作为新时期的化学教师，我们应
该基于核心素养的培养来开展化学课堂活动，以确保学生在真正
高效的化学课堂中获得良好的发展。本文就从化学核心素养的几
个方面入手进行论述，以展现化学课堂教学的价值。 

一、培养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能力。 
在化学教学中，宏观的辨识和微观的探析是学生掌握知识、

锻炼学习能力的素养之一。在初中化学教学时，为了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也为了帮助学生树立宏观和微观的概念，更为了提高
学生的化学学习效率，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宏观辨识和
微观探析，尤其是微观的探析是学生在问题解答中常遇到的，也
是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方面。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逐渐形成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观察物质世界的思想意识，强化学生将宏观
与微观相联系的化学思维模式，逐渐形成自觉的思维习惯。如化
学方程式、质量守恒定律、物质分类等的教学，都具有非常鲜明
的宏观与微观视角相联系的思维特点。 

二、养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变化与平衡是相对的，初中化学学习阶段学习的就是质量守

恒定理，而变化的观念就是体现在反应中，根据反应物的变化来
重新进行质量守恒的计算。事实上，在初中化学教学中，这部分
知识也是难点和易错点，常常有学生因为找不到等量关系而不能
顺利地解答，根本不利于高效课堂的顺利实现。所以，在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变化观念和平
衡思想的渗透，进而提高学生的化学学习能力。 

例如，A、B、C 三种物质各 15 g，它们化合时只能生成 30 g
新物质 D。若增加 10 gA，则反应停止后，原反应物中只余 C。
根据上述条件推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第一次反应停止后，B 剩余 9 g   B.第二次反应后，D 的
质量为 50 g 

C.反应中 A 和 B 的质量比是 3∶2   D.反应中 A 和 C 的质量
比是 5∶2 

对于这一道题来说，我们可以拆分为四个小题，引导学生从
中体会质量守恒定律和差量法中的变化观念。如，对 B 选项进行
分析，先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和第一次反应停止后的相关内容找到
A、B、C、D 之间的关系，即：A∶D=1∶2，之后，再通过差量
法对第二次反应再次应用质量守恒定律进行解答。可见，在这一
题目的思考和解答中，既包含了平衡思想，又包含了变化观念，
进而在提升学生基本的化学核心素养的同时，也有助于学生综合
素质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三、学会证据推理与模型认识。 
所谓的“证据推理与模型认识”是指能初步学会收集各种证

据，对物质的性质及其变化提出可能的假设；基于证据进行分析
推理，证实或证伪假设；能解释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关系，确定形

成科学结论所需要的证据和寻找证据的途径；能依据物质及其变
化的信息建构模型，建立解决复杂化学问题的思维框架。但初中
阶段学生的化学学习都相对比较浅，所以，在培养学生这部分的
核心素养中，我们除了在实验前要求学生对实验现象进行假设
外，体现 明显的部分则是“推断题”，根据化学物品的颜色、
反应条件等来进行判断，进而逐步使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获得大
幅度提高。 

例如，现有 A、B、C、D、E、F、G 七种物质，C、F 是
常见的金属，B 是气体单质，D 为浅绿色溶液，G 为蓝色溶液，
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1）试推测下列物质的化学式：B___，D___，F__ _。 
（2）写出 C→A 转化的化学方程式：                  。 
这类推断性试题在初高中化学教学中都是存在的，是考查学

生推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所以，在该题的分析中，我们要先分析
题意，从给出的物质的特点来划分范围，比如，G 为蓝色液体，
我们可以推断出，G 可能是氢氧化铜溶液和硫酸铜溶液等，D 为
浅绿色液体，可能为硫酸亚铁溶液和氯化亚铁溶液等。之后，再
通过物质之间的反应关系来分析化学反应类型，比如，化合反应、
复分解反应等。总之，不论是在这类试题的解析还是讲解中，我
们都要渗透推理思想，使学生在做练习中形成基本的核心素养。 

四、勇于实验探研和树立创新意识。 
实验作为化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实验不仅能够

锻炼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提升学生的实验素养，而且，还能确
保学生在实验探究和实验创新中形成基本的核心素养，同时，也
能确保高效化学课堂顺利实现。例如，在教学“实验室制取二氧
化碳”时，为了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为了锻炼学生的实验探
究能力，更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
在本部分的教学时，我组织学生进行了小组自主实验，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效率。所以，在教学时，我并没有让学生自选实验用品，
而是按小组进行分配，比如，小组 1 的实验药品：石灰石或大理
石和稀盐酸；小组 2 的实验药品：碳酸钠和稀盐酸；小组 3 的实
验药品：石灰石或大理石和稀硫酸。至于其他实验用品则随意选
择，并记录下实验结果。 后，三个小组之间进行交流和对比，

终选择出 合适的实验用品。而且，在对比中，我们也可以完
善实验步骤，确保实现本次实验的价值 大化。当然，为了强化
学生的认识，我们还可以三个小组进行交换，并从中发现问题，
进而帮助学生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之后，我引导学生思考：对
于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这个实验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鼓
励学生大胆创新，进而在提升学生科学探究精神的同时，也帮助
学生真正形成基本的化学核心素养。 

总之，在初中化学教学时，教师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对学
生进行核心素养的培养，使学生在参与课堂活动、在相关试题的
解答中掌握知识，锻炼基本的化学学习能力，进而为学生关键能
力的提高以及核心素养的培养做出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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