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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学 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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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认知 、科学探究与创

新意识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五个方面 ， 是当代 中 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化学核心素养如何在

课堂内外落到实处 ，
是现阶段广大化学教育工作者亟待

探究的问题。

“

深度学习
”

（
ｄｅｅ ｐｅｒ

ｌｅ ａｒｎｉｎ
ｇ ） 是化学学科五大核心

素养具体落实的 手段 ， 两者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 。 深度

学习不是填鸭式被动 的 、浅层次停留在表面的学习 ， 而

是指主动的建构性的有意义的学习 ，在真实复杂的情境

中
，
学生运用多方面所学的本学科知识和 其他学科知

识 ，
运用类比 、分类 、观察 、

实验 、假说 、推理 、评价等思维

方式
，
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

发展学

生的高阶思维 ，
包括批判性思维 、

创新能力 、合作精神和

交往技能 的认知策略
［

１
］

。

深度学习和化学学科素养都在强调借助化学知识

的学习 ，
帮助学生形成适应社会发展正确 观念 、 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
本质上两者是一致的 。

二 、 深度学 习 的特征

美国 当代教育心理学 家本杰明 ？ 布鲁姆将认知学

习分为识记 、
领会

、
运用 、分析

、
综合和评价六个层次

［
２

］

，

学习如果仅仅停 留在识记和领会阶段 ，
就会导致教师不

断重复教学 ，
学生还是不断做错 ， 暂且不提举

一反三
，
甚

至连举三反一的效果都达不到 ，
因为学生仅仅停留在浅

层次的学 习 ，而浅层次的学习不利 于学生长期记忆的形

成
，
要想提高学生 的运用 、

分析
、
综合和 评价的 能力 ，必

须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
深度学习具有以下特征 ：

第
一

，
深度学习着重知识学习的批判 和理解 知

识是流动 的 ，不是 固定 的一成不变的 ，
学生走 向社会在

解决问题中不
一定需要所学的知识

，
知识只是培养学生

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 的载体 ，
只注重知识的学科本位论

不符合当代教育环境的发展 。

第二
，
深度学 习着重强调学习 内 容之间 的有机整

合 。 实际问题是复杂的 、
多变的 、综合的 ，

单一的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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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
所以要培养学生整合知识的

能力
，
如宏观 － 微观 － 符号的整合 ，

再如各学科之间 的

整合 。

第三 ，深度学习 强调学习过程的建构 和反思 。 新课

程评价模式要求恰当评价学生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

重视评价学生分析 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 侧重学习过

程而不是学习结果 ，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

从学生实

际出 发
，
引导促进其知识的生长 。

第四 ，深度学习 强调学生学习 的迁移和 问题解决 。

问题解决总是伴随着克服困难 ，单纯通过书本 中 习得的

知识去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
学生必须学会迁移 ，

知

识注重联系实际 ， 多让学生动手实践 ， 通过感知获取直

接经验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迁移运用能力 。

三 、

“

五个营造
”

促进深度学 习的实践探索
“

五个营造
”

深度学习策略如图 １ 所示 。

图 １ 深度学 习 策略

１ ． 营造真实情境

化学源于生活 ，化学服务于生活 ， 课堂的 营造尽量

紧贴生活
，
最好稍高于生活情境 ，让学生产生认知 冲突 ，

基于生活 中 的问题有利于引起共鸣 ，激发好奇心和学习

的参与度 。 如
， 《化学反应原理》 中

“

电能转化为化学能

－原 电池
”
一节的引 人

，
某教师 以柠檬水果 电池给手机

充电开篇
，
紧接着开始探索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和构成条

件 ， 引发 了学生浓厚的兴趣 ， 水果是用来吃的 ， 怎么可 以

充电呢 ，快速将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新课的学习 中 。 再

如 ，

“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 －

电解池
”

的学习中 ， 可 以这

样引 人 ：湿法炼铜 、火法炼铁成就了世界文明 几千年的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
“

基于化学核心素养培养的深度学习实践研究
”

（ 项 目编号 ： ＪＫ １９ １ １２
）的中期成果 。



课堂教学

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 如今人类早 已进入电气时代 ，

面对更加活泼的钠 、镁 、 铝该如何冶炼？ 学生查阅课本

及手头资料了解电解氯化钠溶液的原理 。 化学多角 度

与 ＳＴＳＥ 建立联系 ， 有利于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素养 的

生成 。

２ ． 营造质疑的 气氛

传统的讲授式的学习方式 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教

学的发展
，
学生之间要面对面 ，学生要和教师面对面

，
及

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 如在做铜锌原电池实验的时候
，

大部分学生都看到铜表面冒 出 大量气泡 ， 而个别学生指

出 为什么锌表面也有气泡 ？ 教师解释并进
一步引导双

液原电池的设计
，讨论其优点 。 电解水可 以得到氢气和

氧气 ，
为什么这种制 氢气和氧气的方法没有大规模的应

用 ？ 可以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 发 ，结合经济与成本的角

度解答
，
深度学习必须是参与度高 的学习 ，不是简单知

识的传授 ， 而是获得知识的方法 ， 问题就是获得方法的

桥梁 。

３ ． 营造探究合作条件

证据推理和模型认知是化学学科独特素 养之
一

，逐

渐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积累证据意识 ， 原电池和 电

解池本身就是一种原理模 型 ， 在原电 池构成条件探 究

中 ， 活泼性不同 的两极
、
闭合 回路 、 电解质溶液 、 自 发的

氧化还原反应 四个条件可 以 由 不同小组探究其必要性

和替代性 ，最后得出结论 。 怎样判断正负极 、阴阳极 ， 从

宏观的现象 、电极材料到微观的 电子 、离子移动方向 ， 再

到符号表征 的化合价的升降等多角度进行解读 ，与此同

时
，
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 ，

又建立新的概念与 旧知识之

间 的联系
，
培养合作技能和交往技能 。

４ ？ 营造反思评价策略

反思评价是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形成的必要

条件 ， 只有对模型 、过程 、
结果不断反思评价才能不断提

升完善 ，这种能力 无论在学 习 知 识还是实 际解决问题

时 ， 都是非常关键的 。 启发学生 了解 电池形成史就是一

段反思史 ，酸性电池易 自 发放电
，
改进出现了碱性电池

；

铅蓄 电池比能量小
，
改进出 现 了锂电池 ；常见二次电池

充 电慢 ， 改进出 现快充甚至是无线充电模式 。

５ ． 营造思维发散方式

思维不 同于观察 、感觉
、
知觉等初级认识 ， 而是人

脑对 客观世界 间接 的
、
概括的 反应 ， 属 于高 级认识阶

段 ，深度学习要求培养学生 的高阶思维 ， 在此基础上可

以采取头脑风暴训练
、推测 与假设训练 、 自 我设计训 练

等培养学生求异思维 。 如 原电 池 中 电解质可 以 有哪

些 ，小组讨论得到 酸性溶液 、碱性溶液 、熔融金属 氧化

物 、熔融碳酸盐 、熔融碳酸氢盐 、熔融硝酸盐等 ，
严格上

来说只要能够产生离子定 向移动 的体系都是可 以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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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池 中 的电解质的 ，在此过程中 ，变化观念和 平衡思

想得以渗透 。

四 基 于深 度学 习 的教学实践——电化 学综合 复习

１ ． 情景式 引入

生活 中常见 的宏观的物质是最能引 起学生共鸣 的 ，

比如手机 中 的锂 电池 、电瓶车的铅蓄 电池 ，
充电的 时候

是个电解池 ，使用过程中就是原电池在放电 ，
原 电池 电

解池之间相互转化 。 结合之前所学电化学知识 ，尝试让

学生从多角度 多方面 ， 如能量观 、变化观 、微粒观 、符号

观 、模型观 （ 见图 ２ ） 对 比原电池和电解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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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原 电池
、
电 解池装置

２ ． 提 出 问题
， 引 发思考

精选一系列 问题 ， 引 发学生思考
，
可 以 培养学生证

据意识 ，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 问题① ：现代很多

人喜欢边充电边玩手机 ，这样好不好 ，试着用电 化学知

识去解释 。 问题② ： 怎样利用简单易得的物质设计
一个

二次电池 ，
体验充电和放电 的过程？ 问题①仍然从生活

着手 ，

一

边玩手机一边充电就是不断在发生化学反应的

过程 ，
正反应方向 和逆反应方向 同时剧烈进行 ，

电能化

学能极 易转化成热能 ， 易 发热产生爆炸
，
所以不提倡边

充电边玩手机 。

３ ． 合作探究 ，
建立模型

基于问题②学生分组讨论设计二

次电池 ， 画 图纸 ， 准备实验 。 在此过程

中 ，学生重现 了化学电 源氢氧燃料 电

池 ， 以及 电解水 的应用 ，将原 电池装置

和电解池装置加以 整合 ，
设计电化学联

合演示实验装置如 图 ３ 所示 ： 闭 合开关

Ｓ
，
断开 Ｓ

２ ，此时是个电解池
，
阳极产生

？ ３￥＆装ｆ

氧气 ， 阴极产生氢气 ，

一段时间后 闭合开关 ＼ 断开 Ｓ
， ，

电路中接个用电 器发光二极管 （原本学生想用 电灯泡 ，

教师提示电流较小后改用发光二极管 ） ，此时是个原电

池产生电 流
， 此装 置很好地 达到 了 制 作 二次 电 池 的

目 的 。

４ ． 反思评价 ， 完善模型

学生在实际操作上述实验中 ，存在很大的 问题 ，实

验装置气密性很难保证 ，
设计装置多 ，

操作复杂 ，
铂电极

成本高
，
同时实验重复性差 ，

经过讨论交换意见 ，
以及教

师的指导
，
学生重新改进得到 图 ４ 装置 ，实物如 图 ５ 所

示 ，
优点 如下 ：①电极材料用保险丝和纱布块互相缠绕

ＮａＯＨ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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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 出

教学实践中 ，
多数教师对该模块的 核心知识点讲

解很透彻 ，但是忽略 了教会学生从 什 么角 度 以何种思

维方法去认识核心知识点
，
以及核心知识点在不同 层

面 、不同角度所承载 的内 容 。 当学生面对大量 的概念

和多变的反应条件时 ，
学生的宏观 － 微观转换 比微观

－ 宏观困难 。 多数学生 的理解主要停 留在记忆层面 ，

缺乏对微观信息的深刻理解 。 学生没有形成认识反应

原理的模型 ， 只是对一些孤立的 知识点 的记忆 。 总是

不知道怎 么学习 ，
掌握不了实用的学习方法 ， 只能进行

题海战 。

成电极
，
这种电极可比拟多孔石墨电极 ，

除 了 比铀电极

便宜外 ，还经久耐用
，
便于推广和普及 。 ②用注射器作

电极室 ，烧杯作电解槽 。 每个注射器上再连接
一个直通

阀和一个三通阀
，
既能使装置气密性 良好

，
又便于操作 。

塑料仪器代替玻璃仪器 ，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实验装置组

装思想 ，而且塑料设备不会轻易损毁 。 ③用注射器抽取

装液法 ，
不仅简化 了实验装置 ，而且在实验过程 中可 以

大大节约药品用量 ，体现 了绿色环保思想 ，有利于核心

素养的培养 。

图 ４实 验装置图 ５实验装置 实物 图

Ｓ ． 发散思维 ，
头脑风暴

问题③ ： 未来电池的发展需要解决什么 问题 ？ 只要

有移动设备的存在必然需要 电池 ，近几年电池在手机 、

电动车等领域发展迅速 ， 但仍面临许多瓶颈 ，
让学生列

举出来 ，
如电池容量 、 电池体积 、 电池充电速度 、 电池寿

命 、电池回收等方面都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 ，
这些都需要

同学们多多努力学习
，
为科技发展

、
生活的便捷贡献 自

二 、构建化学反应认识模型

认识模型 ：既能帮助学生提供认识和研究化学反应

的角度 ， 同时也给学生提供认识和研究化学反应的思路

方法 。 教师首先要建立对核心知识点 的认识模型 。 教

师可 以在了解 《普通高 中化学课程标准 （
２０１ ７ 年版 ） 》对

各核心知识点要求的基础上 ，
对不同版本教材进行对比

分析形成认识模型 。 在核心知识点教学 中有意识引导

学生建立起认识化学反应的模型 。

构建认识模式包括两个阶段 ：第
一阶段对核心知识

点 的认识 ，
包括对核心知识点如何认识 （ 认识什么 ）从哪

些角度认识 （认识角 度 ） 、以何种思维方式 （认识方式类

己 的力 量
，
此 过程 中 培养学生科 学态 度与社会 责任

素养 。

五 、教学反思

化学学科素养是高 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学生综合

素质的具体体现 ，深度学习是落实化学核心素养的关

键手段 ，
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中 ，

学生运用多方面所学的

本学科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 ，
运用类比 、分类 、观察 、实

验
、假说 、推理 、评价等思维方式 ，

将学到 的学科知 识和

学科技能用于克服现实问题 ， 积累学生批判的思维 、创

新的能力 、合作的精神以及交往 的策略 。 要想把深度学

习贯彻到课堂 中
，
我们可 以从

“

五个营造
”

人手
，
把深度

学习落实到具体的课堂 中 ，学生的核心素 养必然能够坚

定且有效地养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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