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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学性、时代性和

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

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
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

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
高中化学核心素养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宏观

辨识与微观探析;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证据推理

与模型认知;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科学精神与社

会责任( 科学态度与责任) 。前两个方面属于化

学认知与观念，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属于化学思

维过程与方法，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属于化学实

践，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属于情感、态度与责任担

当。
教学设计是针对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做出的

战略性规划，是联系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

桥梁。对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重新组合、优化设

计，可以更好地凸显高中化学核心素养。
一、体现“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线索设计

线索设计是教学设计的灵魂、纲领，教学设计

中以化学平衡的发展史为主线，引导学生追寻科

学家研究的历程，让学生感悟科学研究的艰辛。
1． 以化学平衡的发展史为线索，培养学生形

成科学的价值观和责任感

带领学生循着科学家的足迹: 从 19 世纪中期

科学家开始明确“化学平衡状态的概念”，到 1884
年勒夏特列原理的发现与总结，再到 1914 年德国

化学家弗雷兹·哈伯成功地将“勒夏特列原理”
应用于合成氨的工业生产中，一系列研究、规律发

现以及规律的运用，让学生感受科学概念的形成

过程，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感悟科学研究对人类

的贡献。
2． 化学史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高中化学教学中，有计划、有目的地渗透化学

史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化学观念、化学思维、科学

探究、科学精神等化学核心素养的形成。化学史

有助于启迪学生的学科思维，培养实验探究的能

力，增强创新意识并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还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二、体现“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问题设计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的思维过程往往是从

问题开始的。学习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个问

题解决的过程。教学设计中通过一些问题的设

计，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理解、思考、抽象，促

进学生变化观念、化学平衡观念的形成。
1． 合理的问题设计能帮助学生理解并形成一

些化学观念

将重 铬 酸 钾 ( K2 Cr2 O7 ) 固 体 溶 于 水，配 成

0． 1 mol /L的 K2Cr2O7溶液，建立化学平衡:

Cr2O
2 －
7 + H2 幑幐O 2CrO2 －

4 + 2H +

可以设计以下问题让学生体验化学平衡状态的形

成过程:

问题 1． 如何判断该反应已经发生?

问题 2． 如何判断该可逆反应达到化学平衡

状态?

K2Cr2O7固体为橙红色，溶于水后溶液呈酸性

说明该可逆反应发生了。K2Cr2O7 溶液为橙黄色，

一定条件下颜色不变，让学生充分体验到K2Cr2O7

与水反应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建立了平衡的过程，

帮助学生建构“变化观念和平衡思想”等核心素

养。
2． 问题的设计需要贯穿三条线

问题是思维的开始，能让学生思维碰撞，激发

学习动机，推动学生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设计

优化的重点在于问题的设计。教师应当根据学习

内容、学习过程和学法指导等设计成若干有思考

性的问题。问题设计需要贯穿三条线: 一是知识

线。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将知识点进行拆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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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计成不同层次的问题，给学生一个自读学习

思路导引。二是学法线。在预习的过程中，指导

学生怎样读，怎样思，怎样操作，从而做出培养学

生能力的具体设计。这条线或简或繁，或明或暗。
三是情感线。在学习过程中，挖掘并体现学习内

容的情感价值、世界观、方法论，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学生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三条线通过一连

串相互衔接的问题链，有利于化学观念的形成和

巩固，促进化学核心素养的形成。
三、体现“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表征设计

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
结构、性质、转化及其应用的一门基础学科，其特

征是从微观层次认识物质，以符号形式描述物质，

在不同层面创造物质。教学设计中从微观的速率

变化入手讨论宏观的平衡状态的建立过程，“宏

－ 微 － 符( 图) ”的三重表征设计更能促进学生理

解概念本质，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1．“宏微结合”，建构“微粒观”等化学观念

科学家在明确化学平衡状态概念的过程中，

经历了先通过实验总结化学平衡状态的宏观表征

( 平衡时各物质间的比例是确定的) ，再利用质量

作用定律理论计算( 发现平衡时正、逆反应速率

相等) ，从而揭示了化学平衡状态的微观本质。
在实验探究得出勒夏特列原理后，增加了从

速率角度分析“浓度为什么能影响化学平衡移

动”的内容，让学生充分学习并运用“从实验中发

现规律，再从理论上验证规律”的科学探究过程，

这正体现了重要的化学核心素养: 宏观辨识与微

观探析相结合。
2．“三重表征”，巩固“微粒观”等化学观念

“三重表征”即“宏观———微观———符号( 图

像等) ”是化学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符号( 图像

等) 表征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有利于进一步理解

宏观现象，深化对微观本质的理解，巩固“微粒

观”等化学观念。“改变条件化学反应速率的变

化”图像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平衡状态的宏观

表征现象、深入理解化学平衡移动的本质: v正'≠v逆'。
人在跑步机上相对位移为零、小狗在滑梯上滑动等

图片可以巩固化学平衡及平衡移动的观念。
四、体现“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实验设计

实验是化学学科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化学的

灵魂。教学设计中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通过定

量测定 K2Cr2O7溶液建立平衡前后的 pH，有效地化

解难点，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平衡移动原理。
1． 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

讨论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时，可以引导学

生基于三个问题思考实验设计的方案:

( 1) 改变哪种物质的浓度? 怎么改变?

( 2) 浓度对化学平衡有什么影响?

( 3) 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讨论改变浓度对化学平衡移动影响的结果

时，引导学生设计创新实验来理解勒夏特列原理

中“减弱这种改变”。比较 K2Cr2O7 溶液建立平衡

前后的 pH，可知: 减小 H + 浓度，平衡移动后，导致

H + 浓度增大，但是 H + 浓度还是比改变前小，所以

用“减弱这种改变”来形容最恰当。这样通过优

化实验设计，学习中的这些难点就会迎刃而解。
2． 化学实验可以促进学生探究和创新意识的

形成

借助化学实验，学生从直观的实验现象中可

以提取相关信息，理解实验现象背后的本质。充

分发挥化学实验的“桥梁”作用，在“宏观”与“微

观”之间、“定性”与“定量”之间形成联系。探究

性实验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发展他们的思

维能力，这种实验完全排除了实验结论的已知性，

可以模拟科学研究的过程，从而更能促进学生思考

实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五、体现“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模型设计

模型从认识论角度来分析，可以看作是认识

主体基于抽象和想象而对现实世界某种实体系统

的一种简化了的映象。它是用来解释实验现象的

一种思维方式。教学设计中通过引导学生用实验

获得的证据推理平衡移动原理，建构图像模型、概
念模型、“三态”( 旧平衡态、瞬间态、新平衡态) 模

型，让学生体会建模的过程。
1． 证据推理是一种化学思维

通过化学实验可以得出一系列结论，但并不

是所有的结论的获得都需要实验，有时经过合适

的推理就可以获得。在

Cr2O
2 －
7 + H2 幑幐O 2CrO2 －

4 + 2H +

化学平衡体系中，如果减小生成物( CrO2 －
4 、H

+ )

浓度，平衡将如何移动? 可以引导学生将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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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活动促学”理念下的初三复习课*

———以物质的检验和鉴别为例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中学 528429 杨 纯

一、教学背景

《初中化学课程标准》把科学探究单独设立

主题，在内容标准的学习主题中设置了“活动与

探究建议”，旨在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突出学生

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参与活动过程中积极主动

地获 取 化 学 知 识，培 养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活动促学”是笔者主持的课题“农村初中化学学

习活动的设计与组织的案例研究”的主体要求。
“活动促学”一改以往“传递———接受”的教学模

式，强调通过设计和开展课堂学习活动来组织课

堂，把思考时间、表达机会、过程体验、认知反思的

时间都交回给学生，教师作用由“主导”变成“引

导”，由“帮助”变成“协助”，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

课堂活动中来，在学习过程中享受学习的乐趣，掌

握学习的方法，从而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和教

师的负担，达到促教和导学的目的。
初中化学学习只有一年的时间，很多教师在

复习阶段会因为内容多，时间短而感到压力很大。
课题组经过两年的研究，在复习课实施过程中坚

持“活动促学”的理念，形成了系统的案例研究，

效果比较明显，从调查对比报告和成绩分析数据

来看，学生喜欢这种复习模式，学习积极性增强，

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下面笔者以“物质的检验和鉴别”为例，阐述

如何在复习课开展“活动促学”的研究。
二、复习课活动设计的原则

1． 真实性原则

“活动促学”的最终目的是促学，希望学生通

过参与活动去构建知识网络，获取知识经验，提升

学习能力，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所以对活动的关

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是应该转移到对

活动内容和结果上，开展真实的学习活动。
2． 目的性原则

“以活动促进学生发展”是学生活动的组织

和设计的指导思想，所以每个活动的设计一定要

有明确的目的，让活动能够真正地适应学生学习

需求，突显出知识的构建或者能力的培养，体现活

动的教育价值。反之，活动就变成了一个游戏，只

是丰富了课堂的形式，但没能展现课堂的灵魂，难

于完成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

子方程式前后颠倒，反应物与生成物互换，这样

减小原生成物( CrO2 －
4 、H

+ ) 浓度就变成了减小后

面平衡体系中反应物的浓度，自动得出相关结论。
为了突破化学平衡移动原理的本质，设计了

用图像表征“改变浓度瞬间，正逆反应速率的变

化”进行证据推理，将学生的思维有效地展示于

图像上，既检查了学生的已有认知“改变某个方

向反应物浓度瞬间，该方向的速率改变”，同时又

验证了“浓度对速率的影响”。
2． 建构模型可以促成认知发展

建构模型的学习方法，使复杂概念( 或问题)

简单化、直观化。如建构“化学平衡状态”概念模

型、建构“化学平衡的移动”概念的“三态模型”
( 旧平衡态、瞬间态、新平衡态) ，这样将复杂的文

字概念转化为简洁的图像或流程。
巩固前概念: 化学平衡状态→实验探究: 改变

浓度对化学平衡有没有影响? →形成概念: “化

学平衡的移动”→深入探究: 改变浓度对化学平

衡移动的方向和结果→突破难点: “减弱这种改

变”。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重点课题“基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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