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化学核心素养课教学案例
———以“化学反应速率”第 1 课时为例

广东省顺德市德胜学校 528300 原淑霞

一、研究背景

2016 年 9 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

布，标志着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已经启动。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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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精神、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等五个方面，体现了

化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内涵丰富，价值多元。
课堂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前沿阵地，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离不开一线教师的创造性实践。作

为一名化学教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在关注

学科公共目标的基础上，更应该关注理性思维、批
判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社会责任等培养目

标，并将其作为发展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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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序储存，加深了理解，又强化了化学方程式

的训练。并且形成学习元素及其化合物的一般方

法，即单质→氧化物→碱( 或酸) →盐，为接下来

的铝、铁、硅、氯、硫、氮的学习提供了思路。

图 1

4． 注重过程，调动思维

新课程教学倡导“三维目标”，教学中应突显

“过程与方法”的重要意义。从观念形成的过程

来看，应以具体知识为载体，注重知识与核心概念

的认知过程，以典型知识提练、以点带面。为此要

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深刻理解有关的知

识，在知识形成过程中不断提高头脑中的概括化

水平。
以二氧化硅性质教学为例，教材中说明 SiO2

可以跟 NaOH 溶液反应，并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是一个典型的单一知识点。此时抛出问题:

CO2也有此性质吗? 我们学过 CO2 有哪个类似的

反应呢? CO2可以澄清石灰水变浑浊是学生已有

知识，CO2与 Ca( OH) 2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学生已

熟悉。对比中可知 SiO2与 CO2这一对同主族元素

的氧化物具有类似的组成，也表现类似的性质。
在往后所学 SO2跟 NaOH 溶液、澄清石灰水的反

应性质后，便可将这一系列反应归为一类，形成了

酸性氧化物可以跟碱反应生成盐和水的知识，揭

示了物质之间变化的规律。避免学生想当然地写

出 SO2 + 2NaOH Na2SO4 + H2↑的错误。
象这样对化学知识的理解运用，从若干事例

中找出其共同的部分，归为一类，概括出它们的原

理，正是以学科知识为载体，引发思维的过 程。
这种课堂生成性资源，正是知识形成过程，是学生

自觉建构化学观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把

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知识的形成、化学学习和研

究方法的了解、化学科学价值的认识、科学态度

的熏陶、情感的融陶冶融为一体，培养了科学素

养。
物质的分类是中学化学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其意义并不是局限于为分类而分类。分类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物质之间变化的关系，揭示物

质变化规律，这一内容绐终贯穿于整个中学化学

教学过程。分类观是物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分类思维方法的应用有助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化学能力。新课改倡导

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为教学目标，探索课堂教

学的转型，研究促进中学生分类观的形成和发展

的措施，不仅可以提高中学生化学科学素养，也有

利于教师在课堂教学创新求变中教育教学能力的

提高。
( 收稿日期: 2017 － 08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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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 POE 教学策略的高中化学核心素养

课教学案例

1． 教学内容

本节内容选自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 2》第二

章“化学反应与能量”第三节“化学反应速率”中

的第一课时，知识点包括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化
学反应速率计算方法和影响因素。

2． 内容分析与目标追求

化学反应速率，从知识主线来看，它位于必修

2 第二章“化学反应与能量”和选修 4“化学反应

原理”知识链的节点上，具有承接作用; 从课程模

块来看，它既属于必修内容，又属于选修内容，体

现了国家对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 从化学学科素

养来看，它涉及到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
因此，教学中可通过类比推理、科学探究、实验证

明和宏微结合，使用 POE 教学策略、化学“四重表

征”等教学理论，引导学生对化学反应速率的概

念、计算和影响因素等知识进行自主探究与建构，

在体验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3． 教学流程与情境设置

( 1) 创设情境，导入课堂

以学生用于参加研究性学习的“大象牙膏”
趣味实验引入课堂。该实验的原理是: 双氧水与

发泡剂混合后，在催化剂作用下快速产生大量泡

沫。实验现象精彩奇特，瞬间产生大量泡沫。然

后由学生解释“大象牙膏”实验原理，指出实验成

功的关键是反应速率要快，由此提出“化学反应

速率”这一个新的概念。
设计意图: 以学生趣味实验导入课堂，较好地

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产生积极学习动

机。此外，大象牙膏实验现象明显，与“化学反应

速率”密切相关，有利于学生对化学反应速率产

生感性认识，为下一环节的概念学习奠定基础。
( 2) 四重表征概念教学

针对“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学习，采用四重

表征 教 学 模 式，具 体 指 的 是“宏 观—微 观—符

号—曲线”的表征并进行表征间的转换。本课采

用的是:①宏观表征: 从实验现象定性分析化学反

应速率的快慢，如温度变化、颜色变化、产生沉淀

的快慢等;②微观表征: 从微观粒子的碰撞判断反

应快慢( 该内容将在选修 4 中学习，此处不做详

细解析) ;③符号表征: 用化学符号定量表示化学

反应速率的快慢;④曲线表征: 用化学反应速率曲

线表征反应的快慢。
趁热打铁，设置一道计算题练习，巩固新概念

的学习。
【及时训练】在某容积为 2L 的密闭容器中发

生反应 N2 + 3H 幑幐2 2NH3，5 min 内 NH3的物质的

量增加了 2 mol，求:

( 1) v( NH3 )

( 2) v( N2 )

( 3) v( H2 )

设计意图: 采用四重表征，培养宏观辨识与微

观探析素养，有效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学习“化学

反应速率”概念，更好地理解化学反应速率，减轻

记忆负担，进行概念建构，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 3) 提出探究问题

完成及时训练后，学生能根据计算结果推理:

同一物质计算数值越大，则化学反应速率越快。
由此提出探究问题: 哪些方法可以加快化学反应

速率? 为了更好地与课堂导入环节互相呼应，探

究问题细化为: 哪些方法可以加快双氧水的分解

速率?

设计意图: 提出与课堂导入环节趣味实验互

相呼应的探究题目，使学生把理论知识与趣味实

验建立联系，提高学生对探究实验的兴趣，以兴趣

作为驱动力，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学会解决问题，

在探究中收获知识，收获成就感，进而转化为对科

学学习的热爱。
( 4) POE 教学策略指导实验探究活动

根据探究问题，以 POE 教学策略指导实验探

究活动。POE 教学策略是指: 预测( Predict) —观

察( Observe) —解释( Explain) 。与科学探究步骤

结合，即根据探究问题，做出猜想与假设，制定实

验计划，进行实验，观察现象，收集证据，最后解释

和结论。
课堂实施环节为:

①预测 Predict
教师活动: 提出探究问题: 哪些方法可以加快

双氧水的分解速率?

学生活动: 提出预测: 可采用升高温度、加入

催化剂、增大浓度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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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观察 Observe
教师活动: 请同学们根据每组的实验用品制

定实验计划。每组实验用品稍有不同。第 1 组探

究温度的影响，第 2 组探究浓度的影响，第 3 组探

究催化剂的影响。
学生活动: 初步制定实验计划。
教师活动: 指导学生对实验计划进行可行性

评估，采用控制变量法，找出实验计划中的不足之

处，修正后才能开始实验。
学生活动: 评估实验计划的可行性，分组实

验，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
第 1 组: 把等体积等浓度的双氧水分别放在

冰水、温水和热水中反应，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
第 2 组: 分别取等体积的不同浓度的双氧水

溶液反应，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
第 3 组: 分别取等体积等浓度的双氧水溶液，

加入不同催化剂或者不加催化剂，观察并记录实

验现象。
③解释 Explain
学生活动: 学生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后，尝试

解析产生该现象的原因: 升高温度，反应速率加

快; 增大反应物浓度，反应速率加快; 加入催化剂，

反应速率加快。结论是化学反应速率受温度、浓
度、催化剂影响。

设计意图: 使用 POE 教学策略，有效激发学

生自主探究的欲望，发掘自主探究的潜能，有效提

高实验探究教学的效果，有助于学生在原有的知

识结构上进行新知识的建构。学生在探究的过程

中，能够充分体会科学探究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学

生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等

学科素养。
( 5) 内化、概括、建立概念体系

归纳总结化学反应速率概念体系，内容包括:

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计算方法; 影响化学反应

速率的外部因素。为了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精

选具有代表性的习题作为强化练习。
【课堂练习】把在空气中久置的铝片 5． 0 g 投

入盛有 500 mL 0． 5 mol ·L －1硫酸溶液的烧杯中，

该铝片与硫酸反应产生氢气的速率与反应时间的

关系可用如图 1 所示曲线来表示，回答下列问题:

( 1) 曲线由 O→a 段不产生氢气的原因是

图 1

;

( 2) 曲线 a→c 段，产生氢气的速率增加较快

的主要原因是 ;

( 3) 曲线由 c 以后，产生氢气的速率逐渐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 。
设计意图: 该题以曲线表示化学反应速率，体

现了化学四重表征理论中的“曲线表征”。横坐

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化学反应速率，可以看出: 化

学反应的不同时期，反应速率不同，其根本原因在

于化学反应的不同时期，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不

同。因此，通过这道题目，使学生能够超越问题本

身，归纳各种信息并进行更抽象的概括，使结构更

加完整。拓宽学生学习概念理论的渠道，增强学

习方法和技巧，帮助进一步强化理科思维。
三、关于高中化学核心素养课的思考

面对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主旋律的课程改

革，应突出以下教学策略:

1． 创设情境，关注学习的价值，体会“科学精

神与社会责任”;

2． 关注核心知识，感受“学科本质与思想方法”;
3． 关注探究活动，强化“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为此，本课具体采用了:

( 1) 兴趣教学法。以趣味实验导入，有效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热爱科学、勇于探究、
积极实践，体会学习的价值。

( 2) 以 POE 教学策略指导科学探究。本节课

是实验探究型课堂，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形成科学

探究方法，培养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为

发展科研人才奠定基础。
( 3) 学生主导课堂。学生积极参与，独立思

考，自主判断，小组合作，勇于创新，增强学习动

机，形成良好氛围，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 收稿日期: 2017 － 0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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