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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是发展和评价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1］，

也是开展“素养为本”的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之一。《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

称“2017年版课标”）指出“真实、具体的问题情境是发

展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平台，为学生化学学

科素养提供了真实的表现机会”，强调教材编排要“将

核心概念与情境、活动、问题解决融为一体，凸显教材

内容主题的素养发展功能”，教材内容“应具有真实情

境性，体现时代性，有利于学生知识视野的拓展，感悟

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并建议练习题目

的设计“应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和综合性，为学生解决

真实情境下不同复杂程度化学问题提供素养表现的

机会”［1］。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新时

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在深化教

育教学的具体要求中也指出：“积极探索基于情境、问

题导向的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等课堂教

学”［2］。可以看到，在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背景之下，情境所承载的发展和评价学生核

心素养的价值应在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中予以重

视。基于此，剖析以2017年版课程标准为依据修订的

普通高中化学新教材如何体现相关的情境创设理念

值得关注。本文在情境视域下，选择新苏教版高中化

学必修教材（以下简称“新苏教版教材”）为研究对象，

在对教学情境进行定义及分类的基础上，对教材中情

境设计的具体内容及编排特点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教

师设计真实情境下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提供建议。

一、教学情境的定义与分类

1.教学情境的定义

《辞海》中对情境的定义是：“一个人在进行某种

行动时所处的特殊背景，包括机体本身和外界环境因

素”［3］。这也指明“情境”较之“情景”不仅包括显性的

实体环境、活动场景，还包括蕴含在情景当中的相互

交织的隐性心理氛围。有研究者指出教学情境是教

师为教育教学创设的具有情感氛围的情境，是教育教

学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是承载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

行为发展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教学综合体［4］。综合来

看，我们认为教学情境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

根据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

征以及客观现实条件所创设的一种引起学生的情感

和心理上反应的、对学生的意义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

用的特殊的氛围和环境［5］。

2.教学情境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情境有不同的分类，比如按照

情境的来源、情境的载体、情境所处的历史事件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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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准［6-8］。依据课程标准中情境素材内容，参考已

有情境分类方法，本文以情境素材的类型为分类标

准，将新苏教版高中化学必修新教材中的教学情境分

为化学史情境、生活经验情境、化学探究情境、跨学科

情境、科技前沿情境、模型模拟情境、工业生产情境七

类，如表1所示。

二、新苏教版教材情境的类型分析

在界定和明晰教学情境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本

文对教材的正文、温故知新、基础实验、实验探究、拓

展视野、科学史话等九个主要栏目以及设置练习的理

解应用部分进行情境类型的数量统计（见表 2），具体

分析如下：

1.生活经验情境

统计结果发现，生活经验情境是新苏教版教材中

设计最多的情境类型，共有84处，比如：含氯消毒剂的

介绍、二氧化硫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钢铁腐蚀在

“暖贴”中的应用等。同时，生活经验情境以多样化的

方式呈现，除了在正文的图文中穿插介绍，还结合“拓

类型／位置

正文

栏目

习题

合计

生活经验情境

32
34
18
84

模型模拟情境

11
16
2
29

化学史情境

11
8
6
25

化学探究情境

-
5
2
7

工业生产情境

6
4
9
19

科技前沿情境

5
8
3
16

跨学科情境

1
5
-
6

合计

66
80
40
186

表2 新苏教版必修教材情境类型和位置统计结果

情境

类别

生活经

验情境

化学史

情境

化学探

究情境

科技前

沿情境

模型模

拟情境

工业生

产情境

跨学科

情境

定 义

指贴近学生已有认知经验和社会生活并与化学科学

领域有关的现象、事件、物质或者职业介绍等的情境［9］

指与所学知识相关的并具有重要意义的化学概念、

理论、模型、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发展历史以及为推动

化学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介绍等的情境［7］

指通过化学实验或调查研究等科学实践活动激发学

生探究欲望，提高学生对科学探究能力的情境［1］

指通过化学实验或调查研究等科学实践活动激发学

生探究欲望，提高学生对科学探究能力的情境［1］

指为使难以观察、结构复杂、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微观

物质可视化和具体化，通过图片、动画、线路图或球

棍模型等方法所创设的情境［9］

指介绍现代化学工业生产中所运用的生产原理、制

备流程、或产品仪器等的情境［1］

指既属于化学学科，又与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环

境科学、材料科学等其他学科相联系的情境［1］

表1 以情境素材类型为分类标准的化学教学情境类别及定义

展视野”“生活向导”等栏目以及评价习题部分进行引

入。化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通过向学生展现化学

知识和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引导学生寻找生活

中的“化学”，能够帮助学生建立“从生活走向化学，再

从化学走向生活”的理念。

2.化学史情境

新苏教版教材中设计化学史情境共有25处，新版

教材设计的“科学史话”及“拓展视野”栏目专门选取

了重要的中外化学史实，比如：人工合成尿素、青蒿素

的提取、戴维用电解法发现新元素、元素周期律的发

展等。通过化学史情境素材的合理使用，将静态的结

果化的知识转化为动态的知识发展史呈现给学生［9］，

让学生认识到“知识不是孤立的存在，知识产生于一

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有其发展的脉络，知识在实

际生活中有一定的效用价值”，帮助学生完整、深入地

了解化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增进对科学本质的理解。

3.化学探究情境

新课标强调“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要开展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1］”，在新课标

基本理念的引领下，新苏教版教材设计了较多的探究

活动，比如14个基础实验、15个实验探究、5个调查研

究等，但探究活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得科学知识、

提升科学探究技能而设计的专门教学活动，不能等同

于探究情境。创设化学探究情境是为了激起学生对

化学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能够与情境产

生内在情感共鸣，增进学生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和知识

的深度学习，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问

题解决能力［10］。基于这一认识，通过分析，我们认为

新苏教版教材设计了胶体和溶液性质的探究实验、加

碘盐中碘元素的检验、雾霾知多少的成因调查、合成

氨技术与粮食生产的调查研究等7处化学探究情境。

4.科技前沿情境

新苏教版教材中科技前沿情境共有15处，结合我

国最新的科研技术进展，新版教材中展示了很多“新

·课程与教材研究··课程与教材研究·

—— 83



化学教与学2022年第1期

化学教与学（http：//www.jschemedu.com）化学教与学（http：//www.jschemedu.com）

技术、新材料、新路线”，包括飞秒化学技术、稀土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钨、钛等金属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

介绍等。这类情境多数出现在教材“拓展视野”这一

栏目，科技前沿情境作为与化学发展热点和趋势密切

联系的情境，凸显了现代科研领域的发展成果，尤其

反映了我国科研工作者在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体现了真实情境之下所彰显的时代特性，有利于拓宽

学生知识视野和职业视野，激发学生为推动人类可持

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意识，为学生日后参与社会决策奠

定基础。

5.模型模拟情境

新苏教版中模型模拟情境有29处，包括航天器能

量储存系统原理示意图、碳的同素异形体的结构模

型、肥皂去污原理示意图等，体现了化学学科从微观

层面认识、表征和创造物质的学科特征。以教材中呈

现肥皂的去污作用原理示意图为例，通过“硬脂酸根

离子一头‘拉着油’，另一头‘拉着水’，合成洗涤剂的

分子将油污拖下水”的图示，展示了亲水基团和亲油

基团的特点，帮助学生生动形象地理解肥皂的去污作

用原理［11］。以承载微观世界的模型模拟情境作为连

接宏微之间的“桥梁”，能让学生从微观角度认识、理

解物质的组成和结构，形成“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

应用”的观念。

6.工业生产情境

新苏教版教材中设计的工业生产情境包括合成

氨、海水中提取碘、镁、溴的化工技术、处理金属切削

加工废液的工艺流程等19处。这类情境在教材中的

位置编排比较均匀，在知识正文、支撑栏目以及习题

中都有分布。比如教材中工业制备硫酸的情境，从正

文的图文结合到交流讨论和选择决策等栏目的问题

启发再到综合评价的练习，贯穿专题始终。由此也体

现出化学学科与工业生产流程联系紧密，将化学知识

与生产实际相联系，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综合思维和

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有效发展和评价学生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

7.跨学科情境

新苏教版教材中跨学科情境有6处，比如：氢键教

学中的DNA模型介绍（生物学）、固氮酶（生物学）、自

然界中的氮循环（生物学）、空气质量的确定（生态学、

环境学、气候学）等相关内容。新苏教版教材中新增

添的“跨学科链接”栏目即专门为承载跨学科情境而

设计。跨学科情境一方面为学生建立了更广阔的认

识物质的视角，有利于综合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另

一方面也通过跨学科的核心概念帮助学生认识化学

与其他学科间的联系，建立高中阶段的整体知识体

系。

三、新苏教版教材情境的特点分析

在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背景之下，新苏教版教材能够体现《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2017年版）》“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

化”的理念以及教材编写要“注重情境、活动和问题解

决的整体设计［1］”的建议，教材的情境创设呈现出了以

下典型特点：

1.贴近社会生活实际，体现STSE教育理念

新苏教版教材设计了较多体现 STSE理念的情

境，其中生活经验情境（84）、工业生产情境（19）以及

跨学科情境（5）约占总情境数的58%。包含雾霾的成

因、酸雨的防治、臭氧与臭氧层介绍等与社会发展密

切相关的社会主题；暖贴设计、甲醛的危害和去除、塑

料瓶底的数字密码等公民日常生产中的生活主题；以

及蛋白质与氢键、自然界中的氮循环、空气质量评价

等跨学科内容主题。它们都是真实的、有价值的

STSE问题，都是关注学生的现实经验、日常生活和时

代背景的有效情境。这也与2017版课标强调的“能较

深刻地理解化学、技术、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的课程目标保持一致［1］。教师可以设计项目式、探究

式等多样的教学活动发挥情境素材价值，让学生在问

题探究的过程中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STSE问题的

解释和解决。例如：“化学电源”的教学，教师可以提

供“雾霾”“氢燃料应用前景”的情境素材，让学生切实

体会资源使用的利弊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激发

学生用化学方法解决资源使用问题的欲望。再以化

工所用氢氧燃料电池为问题解决的脚手架，通过“如

何设计一套既能电解水又能收集氢气和氧气的氢氧

燃料电池的装置？电极材料和离子导体如何选择？

怎么检验电流产生？”等一系列问题的引领，促使学生

展开项目规划、实验探究、合作交流等活动，让学生在

经历完整的项目式探究活动中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

2.重视科学史实，弘扬科学精神

化学史作为科学史的分支，既承载了化学科学知

识形成、建立和发展的全部过程，又承载了严谨务实

的科学态度和敢于质疑与发现的科学精神。相比原

苏教版，新苏教版教材把专门承载化学史情境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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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话”栏目改名为“科学史话”，将原子结构模型演

变史、氯气发现史等重要史实的位置从“交流与讨论、

化学史话”等支撑栏目移到正文部分，同时增添了部

分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化学史情境

（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研究、电解技术发展、人工固氮

历史），体现了教材对新课标“借助科学史的故事和素

材多角度展示人类对微观结构的认识过程，促进学生

对科学本质的理解［1］”的落实。让学生回到知识发展

的历史情境中，感知科学史实所承载的社会和文化嵌

入性以及理论负荷性［12］，认识到知识发展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由科学家们不同观点的辩驳与碰撞、失败与

成功的经历总结而成，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观的正确

认识，弘扬科学精神。

3.重视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我国有着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华夏文明的发展是一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新苏教版教材特别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工艺技术、人文精神的挖掘，增设了“曾青得铁则

化为铜”的“湿法炼铜”“丹石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

丹砂”的“炼丹术”、青铜冶铸等传统工艺以及“吴王夫

差剑”“鎏金龙纹手镯”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的情

境，并且从正文到习题对情境进行了全面的新设计，

实现了走向真实情境的教学和评价。将传统文化与

教材内容的融合，既体现了对工匠精神和创新思想的

传承和弘扬，又彰显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

信，还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增强

对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认同感，提升人文素养。

4.注重“绿色化学”理念，突出学科育人价值

“绿色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绿

色化学”是化学学科重要的价值观念。新苏教版教材

重视工业生产、科技前沿等情境中“绿色发展”“绿色

化学”理念的体现，比如体现防治空气污染（氮氧化物

的无害化处理、含二氧化硫烟气的脱硫方法），防治水

污染（二氧化氯作为新型灭菌消毒剂的应用），防治工

业生产污染（处理金属切削加工废液的工艺流程），发

展低碳高效的新型能源（氢燃料的应用），实现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处理汽车尾气的催化转化器、太阳能

及其应用）［11］。这类情境的使用不仅能帮助学生认识

化学学科与工业生产实际的联系，建立起化工生产工

艺全局观念，还能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思考

工艺成本最优化以及废气、废液、废渣处理等实际问

题，发展学生绿色化学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培养学

生对化学学科积极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念，凸显化

学学科本身的学科价值和育人价值。

四、教学建议

1.重视教材情境的“载体”价值

2017年版新课标提倡设计真实、复杂、具有挑战

性和开放性的问题情境［1］，在新课标的引领下，教材从

内容选择、编排顺序、设计思路等多个方面对情境进

行了修订，这对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有深刻

的影响，也对新时代教师情境教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但是传统的教学认为学习可以“去情境化”，可以

从具体情境中抽离开来，成为概括性的知识学习。实

践证明，学生对于抽象概念、规则的学习往往无法灵

活适应具体情境的变化，常常难以将课堂所学真正应

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只有将知识置于一定的情境

中，才有其依存的氛围和环境，才不会让学生感觉到

距离和陌生，才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的产生和

发展［5］。因此，教师要充分重视教材情境在教育教学

中的价值和地位，要认识到情境不仅是教学内容的深

化补充，更是对教育理念、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学科

价值的全面体现，要建立起情境教育的理念，让情境

在实际教学中真正发挥承载知识、问题、素养的重要

价值。

2.关注教学情境的“四性”特征

尽管教育者们普遍认可并重视情境在教学与评

价中的应用，但实际的化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诸如情

境虚假、远离学生的生活经验、远离教学内容或者是

情境创设喧宾夺主、情境创设不能承载问题解决等现

象［5］，无法有效发挥情境所体现的载体功能。针对当

前教学中情境创设存在的问题，教师在教学中要关

注教学情境的真实性、知识关联性、问题性、育人性。

（1）真实性［4］指情境是与学生的已有经验、生活和社会

实际相联系。情境越真实，越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让学生内化生成自己的认知体系，使学生在面对真

实、具体的问题情境时能有效解决问题。（2）知识关联

性指要指向学科知识［13］。情境不是虚无的空中楼阁，

教师也不能为了情境的创设而创设，情境不是“去知

识”的，它是为学生学习具体的学科知识服务的，它是

要揭示完整的知识发展过程，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情境

中感知、学习、构建和应用知识。（3）问题性指要内含问

题。情境之所以能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促进学生的

思维迁移，根本在于“情境是内含问题的情境”［14］。问

题即教学任务或主题，教师创设情境就是把指向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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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问题置于情境当中，让学生发现问题，产生解

决问题的学习动机和探究意识。（4）育人性指要体现

学科育人价值引领。即情境要体现化学在促进现代

科技、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这样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的同时，还能正确认

识化学对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价值，彰显化学

学科的育人功能与价值。

3.提高情境创设能力

以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以

真实情境为载体，是落实“素养为本”教学的基本思想

之一。利用情境素材实现情境教学，需要教师从捕捉

优质的情境素材到创设体现“素养为本”的问题情境，

需要教师对情境素材进行充分分析和挖掘，既要寻找

情境素材的核心素养落脚点，又要寻找“情境、问题、

知识和素养”四者结合的最佳生长点［15］。在深度挖掘

的基础上，设计基于情境、问题导向、形式多样的探究

活动，让学生与情境生成有效的互动，设计与测评主

题有机融合、代表不同复杂和陌生程度的情境测试任

务，实现对学生学科素养的有效测评。例如：在“氮的

固定”教学中，可以利用教材提供的“雷雨发庄稼”—

“固氮酶”—“合成氨”素材为情境线，以“从氧化还原

的角度分析，能以大气中约占五分之四的氮气为原料

合成含氮的化合物吗？自然界中是在放电条件下，空

气中的氮气才与氧气反应生成一氧化氮，那人工固氮

需要什么条件呢？”等作为引发学生认知冲突的问题

线，自然串联情境线与知识线，发挥情境的教学功

能。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对捕捉的情境素材深

挖素养落脚点，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要让情境作为

课堂教学的空气和土壤，自然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并

为知识的理解、迁移与应用提供养分，这样素养和情

境才能有机融合，“素养为本”的教学才能有效落实。

4.提升对教学情境的敏感度和遴选能力

虽然课程标准和教材提供了一些情境素材建议，

但课标和教材所提供的这些情境“个例”不是情境的

“全部”，它是为教师创设符合自身教学需要的真实情

境所提供的参考性意见。教材和课标是相对稳定和

静态的文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学科

前沿以及每日更新的社会热点等是更为广阔的动态

情境素材资源库。比如，浓硫酸酸蚀版的“‘别样’的

清明上河图”就是既承载浓硫酸化学性质的知识点，

又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情境；2019年诺贝尔化学

奖表彰了锂离子电池领域的卓越贡献，这也是既承载

原电池的核心知识，又体现化学学科价值的有效情

境。所以，教师要认识到情境素材的丰富和创造性，

关注教学情境的有效特征，提升对有效情境的敏感

度，勤于并善于发现有效的教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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