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课程标准》



为什么要修订？

课程
标准

学习方式

教育理念

课程资源

学习评价 课程设计

课程教材



传统的化学教育面临巨大挑战



基本理念

修订

核心素养

课程目标 课程结构

 课程内容

课程性质

 质量标准  实施建议

修订的内容



立德树人
发展素质

科学精神
提升素养

学科
性质

传承文化
培养人才

基础学科
衔接课程

学科性质



能源科学

生命科学

环境科学

材料科学

空间科学信息科学

化学

学科性质



基本理念

01

02

03

04

05

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满足学生多元发展需求 

体现基础性和时代性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

开展“素养为本”的教学



三维目标 核心素养

适应学生个性发展 适应未来发展多样化需求

基本原理和方法 基本原理方法＋核心观念

实验探究 实验探究＋真实问题情境

多元评价 教学评一体化

课程目标

课程结构

课程内容

课程实施

课程评价



新课标对应的新教材

新建、优化、删除



“化学认知”

“化学实践”

“化学运用”

        全面系统地揭示高中化学学习所必须建立与
发展的核心能力与品质，整体性揭示了化学学科
的育人功能和育人价值。

化学核
心素养



高中化学
核心素养

变化观念与
平衡思想

证据推理与

模型认识

宏观辨识与微观

探析

实验探究与

创新意识

科学精神与
社会责任



三重
表征

符号

微观 宏观

“掌握作为一种知识的化学”

“理解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化学”



开展基于核心
素养的教学

深化栏目设置
突出方法素养

注重知识连续
性 与 发 展 性

加强设计提升知
识结构化水平

倡导真实问题
情境的创设

发挥学科特色　
加强实验探究

重视习题教学　
提高综合能力

创造条件实现
学习方式转变



一、深化栏目设置　突出方法素养

　　新教材中，栏目设置与内容均有较大变化，如在新增的

“目标预览”栏目中，与以往的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完全不

同，就其内容看，现在的目标是以课程目标为导向的，注重

方法的引导、素养形成，不再是简单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更加关注学科思想与学科方法的总结，对接基本的核心素养。



新
教
材











　　倡导真实问题情境的创设，开展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

探究活动，重视教学内容的结构化设计，激发学生学习化学

的兴趣，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04 开展“素养为本”的教学



二、开展基于素养的教学





瓦尔利在阴极射线管
周围加了磁场，发现
射线发生了偏转。

克鲁克斯发现“阴极
射线”经过时风轮转
动

信息提示：运动的带电
粒子可受磁场影响



汤姆生进行了深入实验，发现：

1.阴极射线是外加电场 的带 电荷的微粒，他将这

种微粒命名为电子。

2.通过定量分析计算出电子的质量与所带电荷数之比（质荷比）。

3.计算出电子的质量是氢原子质量的千分之一。

科学家 观点 原子结构模型

汤姆生
电子是一种比原子小的微粒

电子带负电荷，原子内均匀分布正电荷

电子镶嵌在原子上

葡萄干面包模型



科学家 观点 原子结构模型

卢瑟福
原子中存在一个质量极大带正电的原子核

电子绕核高速运动（类似行星绕恒星）

带核的原子
结构模型原子核体积极小，与电子间间隙很大



科学家 观点 原子结构模型

玻尔

玻尔发现氢原子光谱不连续的现象，通过实验并
引入量子论观点，解决了卢瑟福核式结构模型不
稳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原子结构模型。

原子
原子核

核外电子

电子在一系列稳定的轨道上运动

玻尔原子模型每个轨道都有一个确定的能量值

电子在稳定的轨道上，能量不变

到此就是我们对
于原子结构认知
的终点了吗？



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并不适用
于核外电子运动，我们引入量
子力学理论解释微粒运动规律，
粒子的出现是不确定的，有概

率的

上帝不
会掷色
子！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

推动人类对于
原子结构认知

的进一步发展。

玻
尔

泡
利

海
森
堡



三、注重知识连续性与发展性

课例2：如氧化还原反应的学习



【温故知新】在新旧知识之间架起“桥梁”，引导同学们回顾
已有知识和思维经验，寻找与新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激发
探究新知识的欲望。



1、从得氧失氧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

OH Cu    H  CuO 22 

失去氧，被还原

得到氧，被氧化



2、从化合价变化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

OH Cu    H  CuO 22 
+2            0           0        +1

被还原 化合价降低 

被氧化 化合价升高 

氧化反应：物质所含元素化合价升高的反应

还原反应：物质所含元素化合价降低的反应



氧化还原反应：

物质所含元素的化合价有升降的反应

从化合价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2NaCl  Cl  2Na 2 
0             0               +1     -1

被氧化 化合价升高 氧化反应



氯化钠的形成过程

e-

Na

Cl

+11 2 8 1

+17 2 8 7

Na Cl+ -

从电子转移的角度分析：



2NaCl  Cl  2Na 2 

3、从电子转移的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

0             0               +1     -1

化合价降低 得到2e-

化合价升高 失去2e-

氧化反应：物质失去（或偏离）电子的反应

还原反应：物质得到（或偏向）电子的反应

氧化还原反应：有电子转移（得失或偏移）的反应



还原反应：

催化剂

如何判断有机反应中的氧化还原反应：

4、有机化学角度认识氧化还原反应



CH4 O2 CO2 OH2+2 点燃
2+

CH2 CH2 H2 CH3CH3+ 催化剂

CH3CHO H2 CH3CH2OH+ 催化剂

加O

氧化反应与还原反应的比较

氧化反应

还原反应

失H

加H

CH
3
CH

2
OH O

2
CH

3
CHO OH

2+
催化剂

2 +2 2

失H

加H



2H+ +2e- 
==H2↑

Ø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转移的实证   

Zn -2e- ==Zn2+

e-

实验  将Zn粒置于培养皿中，加入适量2mol/L的 
            H2SO4溶液，使其浸没Zn粒。   

Zn + 2H+ ==Zn2+ + H2↑

2e-

       将铜丝的一端触抵在Zn粒表面，铜丝的另     
一端浸没于H2SO4溶液中。 

原电池



Ø一种能够产生电流的装置      

Zn Cu

H2SO4

A
e- e-

Ø当装置中产生电流时，还发生了什么？

Mg Cu

e- e-

R



H+ 

Ø能量转化过程中的遗憾      

e-

Zn粒表面的气体因为形成闭合电路而消失了吗？  

Zn2+ 

Zn2+ 

Zn2+ 
Zn2+ Zn2+ 

Zn2+ 

Zn2+ 

Zn2+ 
Zn2+ 

Zn2+ 

Zn2+ 

Zn2+ 

H+ 

H+ 

H+ 
H+ 

H+ 

H+ 

H+ 

H+ 

H+ 

H+ 

H+ 

Zn2+ 

Zn2+ 

Zn2+ 

H+ H+ 

H+ H+ 

H+ 

H+ 
Zn2+ 

Zn2+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Zn表面气体出现，表明原电池能量转化效率的降低



Ø提高能量转化效率的基本方法之一         

  Zn

ZnSO4

  Cu

H2SO4
Zn2+ H+

       当初步解决原电池工作时的能量转化效率以后，
人们关注的下一个问题将是……?  

KCl 



Ø提高电池容量的办法        

电池的规模  — 由小到大   

伏打堆  

电池的体积  —  由大到小

手机的变化 

— 负极材料直接相关





化学平衡常数

电离常数

水的离子积常数

水解常数

溶度积常数

平衡常数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四、加强知识结构化的设计　提升知识的结构化水平

结构化：是指将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加以归纳和整理，使之条理化、
纲领化，做到纲举目张。

知识是有组织、有系统的，知识点按层次排列，而且知识点之间有
内在联系，具有结构层次性。

知识是逐渐积累的，但在头脑中不应该是堆积的。







小结

1、离子晶体、分子晶体、原子晶体结构与性质关系的比较：

 
晶体类型 离子晶体 分子晶体 原子晶体 金属晶体

结
构

构成晶体
的粒子

    

微粒间的
相互作用

    

性
质

硬度
    

熔点
    

导电性
    

阴、阳离子 分子 原子

离子键
分子间

作用力

共价键

差距大大小较大

较大 小 高 差距大

导电不导电不导电熔融状态
导电

金属阳离子
自由电子

-------金属键

四种类型的晶体



化学平衡常数

电离常数

水的离子积常数

水解常数

溶度积常数

平衡常数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化学平衡常数

电离常数

水的离子积常数

水解常数

溶度积常数

)()(
)()(

BcAc
DcCc

nm

qp


K= 电离常数

c(H+).c(A-) 
c(HA)

Ka=

H2O⇌ H++OH-    Kw = c(H+)·c(OH-)

水解常数Kh=
c(HA).c(OH-) 

c(A-)

Ksp＝溶度积常数 cm(An+)·cn(Bm-)

ＱＣ＝浓度积 cm(An+)·cn(Bm-)



五、创设真实问题情境　

实验探究＋真实问题情境

集体备课，集体交流、研讨真实的STSE问题和化学史实，

捕捉生活中有化学情境的现实问题，挖掘真实情境所包含的化
学知识。



   次氯酸钠碳酸氢钠 碳酸钠  氯化钠

522022-2-15



最新一种创新性的洗衣产品
四千年前草木灰是最早的“洗衣粉”

1840年后我国民族工商业开始自己制造肥皂，
1906年创建天津造胰厂，1949年前只有肥皂工业。

1907年德国人以硼酸盐和硅酸盐为主要原料，首次发明了洗衣粉，
1957年，我国开始研制合成洗涤剂。1962年在天津和上海生产洗衣粉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研制合成洗涤剂—洗衣液。

532022-2-15



【问题导入】：在焊接铁架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用氯化铵溶液清洗铁锈？ 

铁锈主要成分：三氧化铁

推测：NH4Cl溶液的酸碱性？



化学史实

合成氨的发展，周期表的研究、联合制碱，苯结构的确立





    自1784年发现氨气，到1913年才实现了合成氨的工业化生产。

为什么会经历如此漫长的发展过程?

    合成氨生产条件的选择



 增加学生必做的相关化学实验 
• 必修课程模块必做实验 
•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铁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不同价态含硫物质的转化。

用化学沉淀法去除粗盐中的杂质离子。

同周期、同主族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

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搭建球棍模型认识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特点。

乙醇、乙酸的主要性质。

• 选修课程模块必做实验

• 简单的电镀实验、

• 制作简单的燃料电池

• 探究影响化学平衡移动的因素。

• 强酸与强碱的中和滴定。

• ·盐类水解的应用。

• 简单配合物的制备。

• 乙酸乙酯的制备与性质。

• 有机化合物中常见官能团的检验。

• 糖类的性质。

六、发挥学科特色　加强实验探究　　



溶液 肥皂水 味精 明矾

酸碱性

谷氨酸钠硬脂酸钠 KAl(SO4)2.12H2O
碱性 碱性 酸性



      运用实验探究，验证氯气能将溴离子氧化为溴单质，并分析

从海水中提取溴的反应原理。

从海水中提取溴单质的实验

状态 水 CCl4等有机溶剂

Br2 深红棕色液体 橙黄 橙红



      运用实验探究，验证氯气能否将溴离子转化为溴单质，并分

析从海水中提取溴的反应原理。

从海水中提取溴单质的实验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氧化性：Cl2>Br2

①在一支试管中加
入2~3ml  KBr溶液，
滴加少量新制氯水，
振荡，静置。
②再滴加少量CCl4，
振荡，静置。

Cl2 + 2KBr = Br2 + 2KCl









老师的设计



七、多样化学习，转变学习方式

　设计真实、有吸引力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
实验探究、讨论交流等多样化方式解决问题，开展项目化
学习，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

　“含氯消毒剂可有效灭活病毒”

硅是信息化技术中重要作用，开展调查



八、重视习题教学　提高综合能力
帮助学生概念建构，促进知识迁移，提高处理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内在动力，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感谢指导
感谢指导







实验探究

寻找规律

理论分析

归纳总结

【课堂小结】





新建、优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