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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素养培养的初中化学课堂
教学

——以人教版“水的组成”教学为例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第四单元课题3“水的组成”中，通过实验探究水的组成，再从微观

角度剖析水的构成，并根据组成元素的不同对纯净物进行分类。本课题蕴藏丰富的学科思

想，教师应抓住学科本质，把握好教材资源，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学科不同蕴含的学科素

养不同，不同教育研究者对学科素养有不同的定义，但在具体学科素养的构成要素上，“学

科素养=学科情感+学科方法+学科能力+学科思维+学科知识”成为各学科界定学科素养的

通用公式。本文以“水的组成”教学为例，谈谈化学学科素养的培养。

一、巧妙引入，发展学科情感

本课题的教学设计是笔者在地级市开设公开课的教学过程，由于是异地开课，学生较

为陌生，为了迅速调动学生的热情和注意力，凝聚人心，引入环节是用心理团队游戏“异掌

摘 要

学科素养的培养要通过具体的化学知识学习来实现。以人教版“水的组成”课堂教学为

例，探讨教学的每个环节，教材资源的挖掘，培养学科素养中学科方法、学科思维、学科能力，

并发展学生学科情感，深化学科知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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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教师按这个节奏“××× ××× ×××××××”击掌一遍，请学生认真倾听，再全班一起击

掌，节奏不对的学生给予“爱的鼓励”。课堂上学生认真倾听，击掌节奏整齐划一，瞬间感受

到全班学生拧成一股绳的强大力量。教师再讲解节奏内容是“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喝渴

得慌”，是笔者所在学校学生设计的节水口号，说明水的重要性并引入课题。教学过程中师

生情感融为一体，一同感受学科的魅力，激发对学科的热爱情感，才能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史学介绍，培养学科方法

充分利用教材资源（即资料卡片“水的组成揭秘”），展示科学家的图片与研究成果，引

导学生阅读课本。教师再以问题形式引导学生探究“水的组成发现史”。

问题1.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里认为的“可燃空气”是什么？他常表演魔术：用蜡烛点

燃“空”瓶子，会发出巨大的声响。表演了无数次魔术后，普利斯特里发现瓶壁上有不少水

珠！水珠是哪来的？你能解释吗？

问题2.同时期卡文迪许做了什么实验？有什么新的发现？他们有没得出正确的结论？

原因是什么？

问题3.拉瓦锡的这个实验有什么突破？得出什么结论？

问题 4.沿着科学家研究的轨迹认识水的组成，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有什么收获？从情

感上、化学学习方法上谈谈自己的看法。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展开激烈讨论。部分学生代表分享了：普利斯特里的好奇心，对自

然界的物质有强烈的探索欲望，及对新鲜事物高度热情，同时不忘记对细节现象的探讨都

值得我们学习；卡文迪许对普利斯特里的实验更加细致、严密的分析，并把结果与拉瓦锡分

享，拉瓦锡最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让学生置于几位科学家的研究情景中，通过对水的

组成发现史的探究，让学生体会到科学探究的严谨性、曲折性，科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的锲

而不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渗透学科思想方法。基于学科本质的教学就是基于学科思

想方法的教学。讨论至此，学生很容易联想到拉瓦锡研究空气成分的学科思想方法，都是

通过分与合、合与分的思想得出结论，归纳出研究纯净物组成的方法。

三、实验探究，增强学科能力

模仿科学家的实验，学生探究氢气在空气中燃烧和水的通电分解实验。教师按图 1装
置演示：实验室制取氢气、用排水法收集氢气并检验氢气的纯度、点燃纯净的氢气（尖端玻

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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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管和铜管各试一次，用铜管时用黑纸作背景）、点燃不纯的氢气。学生带着问题观看实

验；水的通电分解实验则由学生带着问题分组实验探究：

图1 演示实验装置

1.实验过程中你观察到哪些现象？（电解水实验前五分钟内一分钟记录一次正、负极的

气体体积）

2.书写反应的文字、符号表达式。

3.请你试着小结一下氢气的性质，并说明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4.通过这两个实验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化学的学科能力要通过化学知识学习的过程培养，不能用结论性的知识让学生去记

忆，应引导学生动手操作。培养学生大胆质疑，勇于探索的精神，在水通电分解的分组实验

中大部分学生都能提出疑问，为什么在前五分钟负极气体与正极气体体积比大于 2∶1？随

后越来越接近2∶1。经过小组讨论学生知道与溶解性有关，不明白溶解是有限度的，但是让

学生的认知产生冲突，展开激烈的讨论，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理想，培养了学生收集信

息、处理信息的实验能力。此外，学生根据氢气中含有氢元素、氧气中含有氧元素，分析推

理出水中含有氢氧元素，建立元素守恒观为今后质量守恒定律的学习打基础。

四、三重表征，培养学科思维

“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透过现象看本质。教师继续追问：水的符号为什么是H2O？科

学家是怎么得出这个符号的？给你一个梯子“同温同压下，体积比等于分子个数比”当个小

小科学家，分析下水分子中氢氧原子个数比是多少？同时提供红萝卜小球若干当作氢原

子，白萝卜小球若干当作氧原子（稍大些），牙签。让学生联结出两个水分子模型，说说它们

是怎么变成氢分子和氧分子的？学生像搭建积木一样玩模型，很快理解了化学变化的微观

本质，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虽然表达不是非常规范，但学生真切感受到化学特有的

“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学科思维方式。最后教师展示出 2014年，中国科学家在电

子显微镜下看到了水分子的面貌。明确分子是真实存在的，科学家的研究以客观事实为依

据，不能凭空捏造。学科思维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慢慢培养，教师要把教材中的思维

显性化，科学家研究的思维过程形象化，并让学生去感受、体验、实践，才能在学生头脑中形

成化学学科特有的思维。

五、分类学习，深化学科知识

化学初学者，对化学最感神秘的地方是实验室，对化学最感兴趣的是化学实验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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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当然最头痛也是这么多物质怎么学得完？在这里教师卖个关子，教学生们一个法宝，

将实验室众多药品进行分类，物质一类一类地学，每类物质学习一种典型物质，再以点带

面，学习它们的组成、构成、性质以及变化规律。那如何将物质分类呢？教师展示一些药

品，观察瓶外的标签上注明的物质名称与符号，并记录，分小组讨论它们要怎么“站队”才能

有共同特征？并说明共同特征是什么？即分类的标准。展示的药品有：蒸馏水（H2O）、二氧

化锰（MnO2）、氧气（O2）、铁（Fe）、氯酸钾（KClO3）、高锰酸钾（KMnO4）、二氧化碳（CO2）、铜

（Cu）。学生分类标准很多，有的按状态来分、有的按元素种类来分、有的按元素中是否含氧

元素来分，等等。学生的思维是发散的，学习热情高，教师先给予表扬；分类没有好坏和对

错之分，但怎么分类更能体现化学特点，更有利于化学的研究呢？以上都有什么共同点？

这些物质都是由什么组成？最终锁定纯净物的分类按组成元素的种类作为划分标准。知

识的建构要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鼓励原生态的思维，同时要改造并提升，才能建立新的知

识，重设新的知识结构，也只有学生自己去打破旧知识框架，经过内化、整合形成新知识体

系，学生才能真正地成长。

当然，学科情感、学科方法、学科能力、学科思维、学科知识绝不是孤立的，每个教学环

节，每堂课，每个教学细节都可以相互渗透。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的关键因素在于教师，在

于教师对本学科的理解、对教育的认知，对学情的把握。时代在改变，学生在变化，教育工

作者任重道远，应孜孜不倦地提升自身的素养，才能形成学生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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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

（上接第 16页）所蕴含的推理因素，发现共同特征，有目的地设计推理的过程，有效培养学生

的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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