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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理解视域下的教材单元整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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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学科理解进行单元整体备课，是教师把握学科知识体系、提升教学设计的站位、
实现 “素养为本”教学的重要基础。化学学科理解视域下的教材单元整体备课内容主要是对教材
内容逻辑顺序与认识思路结构化的系统梳理，确定单元总体与课时教学目标，挖掘教材单元内容
所内隐的学科核心素养与教育教学价值，对教学内容、策略进行重构与设计等。对课程标准进行
解读理解和对不同教材版本相关内容进行比较整合是提升教材单元整体备课质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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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以下
简称 “课程标准”）实施建议中指出：开展基于学
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课堂教学，对化学教师
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进一步增
进化学学科理解［１］。化学学科理解蕴含丰富的内涵，
包括理解化学学科的研究内容 （知识体系与基本思
想观念）、学科的特征、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认识
论、社会功能的视角认识学科间、学科和学生生活
经验的联系，理解学科的价值［２］。笔者在平时的听
课与调研中发现，教师对学科理解多停留于知识和
技能层面，缺乏对知识内隐的学科观念与方法、教
育价值和促进学生素养发展功能的理解。教学中存
在知识点孤立割裂、结构化课程意识不强等不利于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与进阶的现象。在新课程
标准、新教材、新高考的背景下，很多学生在高一
下学期就参加化学合格性考试，教师面临着必修教
材内容增多且课时不够的双重压力。要解决内容多
且课时不够的矛盾局面，教师需大胆取舍教材内容，
准确理解课程标准中学业质量水平的等级要求，把
握必修阶段的教学深广度，不随意增加难度与拓展。
无论是提炼大观念、大概念统领教学或落实 “素养
为本”的教学，都需要教师站在课程标准、学科体
系的高度上进行学科理解的单元整体备课。

１　教材单元与单元教学的关系辨析及相关
研究
教材单元是基于编写团队对课程标准与学科功

能价值的理解而编写的，是教师教学最重要的素
材。单元教学则是基于教师的学科理解，为实现学
生更好地习得知识与技能，发展学生的认知，厚植

学科核心素养而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教学重构活
动。教材单元与单元教学既密切相关又存在很大差
异。教材单元是教师进行单元教学的重要参考依
据，单元教学则是教师对课程标准与教材单元进行
深入的学科理解之后进行整合规划设计的教学实践
活动。教材单元是静态的，而单元教学是动态的，
取决于教师对教材的架构能力，体现教师的智慧与
创造性，更契合教学实际。

近些年来有不少单元教学的实践研究，如朱琼
芬进行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单元教学活动设计
研究［３］；朱如琴、王峰提出用真实情境推动大单元
教学的设计与实践［４］；何彩霞借助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导向的大概念对单元教学进行探讨［５］；胡久华、
张银屏从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角度进行单元整体教
学研究［６］，等等。研究关注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与认
知发展、大概念统领与真实情境的选择等教学策略
与方式，这些都需要教师基于学科理解进行单元整
体备课，从高处俯瞰学科知识体系，提升教学设计
的站位，变关注 “零碎知识点”为关注 “大单元设
计”［４］。教材单元教学设计则是落实单元教学的关
键与核心。

２　学科理解视域下的教材单元整体备课的
价值和框架
基于学科理解进行教材单元整体深度备课，让

教师站位更高，能更好理解编者的意图，从整体把
握学科本质、知识的结构与脉络关系，明了单元教
学各课时应承担的学科核心素养发展任务；基于学
科理解能让教师更好地提炼单元学科大概念和需要
建构的学科观念；基于学科理解教师能有效理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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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情境、活动与问题线索、教学与评价的关系，
精选合适的认识域，设计出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知
识学习路径；基于学科理解能充分挖掘教材单元中
各部分内容所隐含的教育教学价值与素养功能，更

好地进行教学策略的选择及教学过程的整体规划与
设计，充分体现了教师对教材的创造与思考。从化
学学科理解的指标维度来看，教材单元整体备课的
主要内容框架见表１。

表１　单元整体备课的环节与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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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整体备课的环节 该备课环节应该完成的内容要求

理解课程标准相关内容要求
解读课程标准中内容要求、教学提示、学业水平和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分析各个学科核心素养维

度达成的单元落脚点、障碍点与延伸点；确定单元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阶段性与层次性目标

理解教材编写脉络，梳理学科逻辑与认

知逻辑关系

厘清内容涵盖的知识结构与关系；把脉学生已有的与单元学习相关联的知识储备情况，分析教

材与学生实际认知水平、认识思路、认识角度情况的匹配度；明确教材单元要达成学科核心素

养的教学重点；确定课时教学内容与顺序

明确单元教学内容所承载的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发展要求

对教材单元所包含的学生必须掌握的必备知识，必须发展的关键能力、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必须发展的与教学内容关联的单元学科大概念、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观念等进行挖掘、归纳与

梳理，抽提出相应的认识视角与认识路径

苏教版、鲁科版和人教版３套普通高中

化学教材相关内容的对比；单元情境、

问题、任务或活动的选择与设计

整合３套版本教材提供的各种素材资源，选择真实而有意义的情境，创设关联且有层次的核心

问题或任务，辅以适切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合理规划与设计渗透评价的教学实施过程等

　　基于对学科理解视域下的教材单元整体备课的
价值的认识，根据备课环节，结合教学实践，笔者

提出教材单元整体备课与教学设计的基本流程 （见
图１）。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ｕｎｉｔ

图１　 教材单元整体备课的基本流程

　　教材单元整体备课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线
上与线下融合备课的形式，以弥补农村薄弱校教研
力量不足的情况，便于片区联合进行教材单元整体
备课，满足随时教研的需要。基于学科理解的教材
单元整体备课是在教师进行个人备课的基础上，通
过备课组对课程标准进行解读与分析，并对３套普
通高中化学教材相关内容的对比，领会编者意图，

吸收不同版本的优点，结合学生认知与素养水平，
提出关键问题进行核心内容的研讨，最后形成集集
体智慧与个人思考的教材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３　化学学科理解视域下的教材单元整体备
课案例
学科理解视域下单元整体备课，基于教师对教

学单元的整体性的思考，指向教材单元或主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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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落实 “素养为本”为目的，对教学内容整合
重构、规划设计，进行结构化等创造性、个性化的
处理。现以苏教版高中 《化学第一册 （必修）》专
题５ “第二单元 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为例，介
绍基于教师的化学学科理解如何进行教材单元整体
备课。

３．１　单元整体备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学科理解视域下的教材单元整体备课是教师围

绕特定教材单元进行教学设计的实践。单元整体备
课是为了更好实现学生深度学习、落实 “素养为
本”的教学，所以单元整体备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是找寻单元知识与素养的结合点、发展的障碍点与
延伸点。唯有如此方能搭建好学习支架，根据不同
学习内容选择恰当的情境与学习任务、运用多样的
学习方式与教学策略，厚植学科素养，有效实现单
元教学的素养目标。

本单元知识与素养的结合点：厘清 “微粒之间
的相互作用力”的单元核心概念关系 （图２），确
立以化学键等核心概念来统摄单元整体教学。在化
学键等核心概念的自主建构中，梳理必备知识结构
体系，厘清教学内容所承载的学科核心素养、关键
能力的发展要求，挖掘蕴含的教育功能与价值。化
学键是高中化学的核心且抽象的概念性知识，学习
化学键可以帮助学生对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做出
一定的预测和解释［７］，是探究微观世界和化学反应
本质的必备条件，化学键概念的建立对学生微粒
观、变化观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８］，
化学键也是培育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素养的一
个关键的教学内容。如通过教师展示钠在氯气中燃
烧的实验图片。演示ＮａＣｌ固体与熔融状态导电情
况的实验。学生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找寻离子键
存在的证据，再引导学生从微观原子结构、导电的
本质原因分析推理，感悟离子键的存在，发展学生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相结合的学科认知视角，
初步形成离子键是阴阳离子之间的静电作用的认知
模型；通过演示大小不同的磁铁吸引铁钉的实验让
学生感悟不同原子对电子的吸引力的不同，自主建
构化学键的统一认知模型；基于化学键这个核心概
念将学生的微粒观从孤立水平进阶至微粒间相互作
用的水平，将化学变化的认识发展到 “物质转化与
能量转化”水平［９］。

本单元知识与素养的障碍点：学生对共价键的形
成与概念的建立存在认识困难，如难以想象电子对如
何形成并共用。难以理解共价键的本质也是静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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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单元核心概念关系图

用。另外传统教学中把元素简单分为金属元素与非金
属元素也会给学生造成一定的干扰，在不同类型的化
学键之间没有建立起关联，无法形成系统与结构化的
认识。错误地认为非金属元素间形成共价键，金属与
非金属元素之间形成离子键［７］。这些迷思概念阻碍学
生把共价键纳入静电作用的化学键系统认知模型中，
不利于学生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素养的进阶。

本单元知识与素养的延伸点：基于化学键这个
核心概念，发展和丰富了对物质的构成与分类的认
识；基于共价键角度了解有机物同分异构现象，认
识到微粒之间的作用力是物质构成的微粒有序排
列、晶体具有规则几何外形的本质原因；学会从微
观结构进一步理解并解释物质的一些物理性质及物
质的多样性，应用化学键的概念模型分析解释金属
键的形成等；苏教版高中 《化学第二册 （必修）》
专题６ “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还将基于化学键对
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进行定量计算，促进学生理解
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的本质原因，逐步实现学生对
化学反应的认识从宏观现象到微粒间相互作用多角
度进行关联、从定性到定量水平的进阶，促进 “宏
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素养
的进一步提升。

３．２　单元整体备课的基本策略

３．２．１　基于学生认知发展对关联的教学内容进行
结构化梳理

学生已经在苏教版高中化学 《化学第一册 （必
修）》专题１ “第三单元 物质的分散系”中学习电
解质与非电解质，知道电解质导电的原因。在专题

３ “第一单元 氯气及氯的化合物”的学习中对钠在
氯气中燃烧的实验现象有了宏观具象的直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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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５ “第一单元 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中
学习了同周期、同主族元素金属性与非金属性、原
子得失电子能力的递变规律，初步建立起对元素性
质与原子结构关系的认识，这些都是第二单元中学
生建立化学键概念的重要认知储备，而 “第二单元

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学习则为后续 “第三单
元　物质多样性、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提供了一
个更本质的视角与微观解释的基础。基于教师对专
题的整体备课，梳理出苏教版高中 《化学第一册
（必修）》专题５的内容结构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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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微观结构与物质的多样性”的３个单元整体理解

３．２．２　以认知逻辑来确定单元教学的素养目标与
课时内容的重构

根据课程标准中学科核心素养相应的学业水平

２　３，对本单元３个课时内容进行重构并确定素养目
标。教材单元是以离子键作为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学习的开端，而教师基于知识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生认
知发展的匹配情况，对教材单元进行整体设计，选择
将微粒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先行组织者［１０］，创设真实情
境让学生充分感知化学键、分子间作用力的存在与区

别，自主形成２者的概念；其次从元素周期律、原子
结构入手，运用 “宏 微 符”三重表征手段，建立离
子键与共价键关联的结构化认识模型；最后运用微粒
间的相互作用力对第三周期非金属元素氢化物稳定性
递变的原因、物质多样性进行解释，帮助学生建立
“分子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的认识，发展学生对化
学反应的认识———从化学反应是 “原子间的拆分与重
组”上升到更接近本质的认识 “旧键断裂，新键形
成”的过程。具体的课时内容和目标见表２。

表２　单元教学课时内容重构与学科核心素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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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顺序 课时内容 学科核心素养目标

第１课时

通过对宏观事实与数据的观察分析、自主归纳，感知微粒间相互作用力

的存在；了解微粒间的相互作用力有强弱之分，形成对化学键与分子间

作用力的初步认识；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来建立离子键与共价键的概念

能从钠与氯气反应、水的分解与三态变化等实验宏

观现象事实中提取证据，建立认识物质及其反应的

新角度，发展学生宏观辨识与证据推理的素养

第２课时

理解离子键与共价键形成的本质原因，并初步在２种化学键之间建立起

关联，深化对化学键概念的认识；用电子式表征常见化合物中离子键或

共价键的形成过程，建立化学键内容完整的 “宏 微 符”三重表征学习

体系；学习化合物分类的新维度 （离子化合物与共价化合物）

能运用电子式描述一些常见化合物中离子键、共价

键形成的过程，建立化学键的形成模型；从物质的

微观原子结构探析，从而理解离子键、共价键的共

性和差异及其原因，发展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

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素养

第３课时
认识共价分子、分子空间结构，了解分子间作用力及其存在对物质性质

的影响

解释不同物质样态和一些性质变化的规律与原因，

发展理解与解释能力

３．２．３　对现行３个版本变化与差异进行分析，优
化单元教学设计

在教材单元整体备课时，可以对不同版本教材
进行比较，分析不同版本对于情境的选择、核心活
动设计、化学观念方法的呈现方式等，博采众长以
优化单元教学设计。３套版本教材中 “微粒之间的

相互作用力”的单元新旧版本的变化、对３个新版
本的差异的理解，见表３。

通过对３个版本的比较学习，选择创设真实的
生活情境，帮助学生认识物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如通过演示磁铁的相互靠近或带电的玻璃棒靠近纸
屑等实验，感知物质间的无形的相互作用；提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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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个版本教材 “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变化与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变化与差异 人教版 苏教版 鲁科版

新旧版本
内容的变
化

①从旧版必修２第一章第三节调整到新
版必修第一册第四章第三节。

②删去钠与氯气反应的实验，便于教师
灵活处理；删去一些氢化物沸点变化图
示与解释的资料，使重点更突出。

③增加以共价键形成的分子及其结构的
表格，帮助学生认识分子有一定的空间
结构；增加结构式的概念提示资料和用
结构式表示氢气与氯气生成氯化氢的断
键与成键过程，更直观。

④修改化学键的概念，把 “原子或离
子”统一修订为 “原子”间的强烈相互
作用，凸显化学键的形成与原子结构有
关，且离子键与共价键无绝对界限，使
之更科学、更严谨

①从旧版必修２专题１第二单元调整到新
版必修第一册专题５第二单元。

②钠原子与氯原子间通过电子转移形成离
子键的图示，用结构示意图代替核外电子
运动模型图，更直观，也更符合认知规
律。

③增加共价分子的概念；增加概念的英文
对照。

④修改离子键的概念，在阴阳离子之间相
互作用之前增加了 “强烈”；把 “比例模
型”改为 “空间填充模型”

①都处于新旧版必修２第２章第１节，

只是课题名称从 “化学键与化学反应”

变更为 “化学键与物质构成”。

② “联想质疑”从旧版化学反应有无能量
变化的问题引出物质变化与化学键关系，

变更为从３位科学家对微粒间结合方式的
认识发展 （新增）引出化学键的概念。

③把旧版 “交流研讨”从水的电解过程
中化学键的变化情况调到 “迁移应用”

后，而变更为水加热沸腾与水分解条件
高低引发对 “微粒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

的思考。

④删去钠与氯气反应的宏观与微观示意
图；增加ＣＯ２，Ｈ２Ｏ，ＮＨ３，ＣＨ４ 分子
的空间结构示意图

新旧版本
栏目的变
化

②介绍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的 “科学视
野”变更为 “资料卡片”；” “习题”栏
目变更为 “练习与应用”

①增加目标预览栏目，使学生明确具体学
业要求；增加学以致用栏目，要求书写

ＮＨ３的电子式；增加学科提炼栏目，总
结微粒间作用力模型的应用价值。

② “你知道吗”栏目变更为 “温故知新”；
“练习与实践”栏目变更为 “理解应用”

①增加拓展视野栏目，以介绍化学键与
物质性质关系。

②练习与活动栏目细化，分为学习理解
与应用实践栏目，使习题更有层次

３个版本
内容编排
的差异

从离子键学习建立 “相互作用以达到稳
定结构”认识、进一步讨论共价键形成
过程与原子结构关系，深化认识，在２
者的学习基础上，从个体到一般，演绎
到归纳，形成化学键的概念与离子键、

共价键的统一认识；融合离子化合物、

共价化合物的概念、电子式表示方法的
学习；分子间作用力是以资料卡片形式
提供

首先从物质的形态与构成微粒的多样性引
发对微粒间聚集作用的思考、引出化学键
的概念与分类，其次以氯化钠、氯化氢等
的形成过程依次介绍离子键与离子化合
物、共价键与共价化合物的概念、电子式
表示，体现从一般到个体的认识；之后再
介绍分子间作用力并总结微粒间作用力类
型与物质性质的关系

从３位科学家对微粒间结合方式的认识发
展及水的分解与沸腾具体实验条件高低事
实引出化学键的概念；其次以水的电解过
程化学键的断裂与形成发展学生对化学变
化本质的认识；之后从原子结构特点与趋
于稳定结构的需求出发介绍离子键与共价
键概念、离子化合物与共价化合物的概念、

电子式表示；最后介绍化学键与物质性质
的关系，体现学习概念的意义

联且递进的问题驱动并提供多样化的证据，通过这
些核心问题的剖析，让学生经历从具体事例到一般
规律的抽提，自主建构离子键、共价键、离子化合
物、电子式、共价分子、化学键及分子间作用力等
概念，把 “宏观 微观 符号”三重表征有序地建立
关联，学会运用分析、归纳、想象、类比等方法，
逐渐深入地发展逻辑思维，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化
学键、化学反应的本质。通过这些符合学生认知规
律的问题设置，自然把离子键与共价键统一到静电
作用的认知框架中，形成微粒间结合的静电作用是
原子核与原子核、核外电子与核外电子间的斥力与
原子核跟核外电子之间的引力达到平衡的一个结
果。“第二单元 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教学内
容设计具体见表４。

４　总结与反思
单元整体备课中关于单元总情境的选择应注意

符合学生特点，且与单元教学内容相匹配，不可贪
多，避免杂而散。每一节课则尽量精选在单元大项

目、大概念或主题框架下有关联的情境脉络来贯穿
教学各个环节。但是如何寻找有内在逻辑关系、紧
密关联的真实单元大情境？如何准确把握单元中学
生常见的迷思概念、认识发展的障碍点与认知发展
点？如何开发设计能诊断单元教学前后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水平层次变化的评价工具？如何设计出承载
不同维度素养水平发展的单元评价任务或问题？针
对不同类型的单元教学内容，如何选择适切的多样化
的策略，使之能综合作用于促进学生的认知素养发展
等等，这些都是单元整体备课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由于教师学科教学知识 （ＰＣＫ）、教学经验及
教学理念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化学学科理解，导
致了差异明显的教学设计，进而影响课堂教学行为
与结果。建立教师备课共同体，通过交流对指定单
元的课程标准的理解、知识结构化的理解，共同开
发教学资源，对学习情境、任务与问题设计、单元
内容与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整合、学生认知水平与
进阶等方面进行集体备课，将大大提升单元整体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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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单元情境、问题、任务或活动的选择与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ｅ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ａｓｋｓ，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内容 情境材料 核心问题与学习任务 学科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的培育

微粒之

间的相

互作用

力

①展示元素周期表，介绍元素种类与物质种类的数目差

异；提供氯化钠、干冰、氧化镁、氯气、金刚石５种物

质的图片。

②展示水的分解和液态水变为气态水的微观示意图，见图

４。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ｇａｓｅｏｕｓ
图４　水的分解和液态水变为气态水的微观示意图

③提供资料［１１］：

Ｈ２Ｏ（ｓ） →
０℃

Ｈ２Ｏ（ｇ） →
１００℃

Ｈ２Ｏ（ｇ）；

Ｈ２Ｏ（ｇ）
＞

→
２　２００℃

２Ｈ＋Ｏ

④提供几种物质的物理数据［１２］，见表５。

表５　几种物质的物理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组别 物质 熔点／℃ 沸点／℃ 液态时导电性

甲组

ＮａＣｌ　 ８０１　 １　４６５ 导电

ＬｉＣｌ　 ６０５　 １　３５０ 导电

ＮａＦ　 ９９３　 １　６９５ 导电

Ｎａ２Ｏ　１　１３２　 １　９５０ 导电

乙组

Ｃｌ２ －１０１．０ －３４．０ 不导电

ＨＣｌ －１１４．２ －８４．９ 不导电

ＮＨ３ －７７．７ －３３．３ 不导电

ＣＨ４ －１８２．０ －１２８．１ 不导电

问题１：构成这些物质对应的微

粒是什么，这些微粒是如何彼此

结合而构成物质的？

问题２：水的三态变化的微观本

质是什么？从水的沸点与分解的

数据你能得到什么结论？

问题３：为什么表５中甲组物质

的熔沸点那么高，液态时可以导

电？而乙组物质熔沸点低，液态

时不能导电？说出判断依据

充分感知微粒间存在不同类型的作

用力且作用力大小差异明显，通过

找寻其存在的证据，建立结论与证

据的关联意识

离子键

①演示ＮａＣｌ固体常温与熔融条件下的导电实验。

②提供Ｎａ与Ｃｌ原子结构示意图；播放 ＮａＣｌ中离子键

形成过程动画视频。

③再次展示表格５。

④学生画完之后教师展示氯化钠晶体［１３］的微观结构模

型，见图５。

Ｆｉｇ．５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图５　氯化钠晶体的微观结构模型

问题４：ＮａＣｌ熔化前后导电实

验为什么发生变化？

任务：从微观的角度分析熔融

ＮａＣｌ导电的原因。

问题５：在氯化钠中离子键形成

过程中，Ｎａ＋和Ｃｌ－之间存在哪

些相互作用？

问题６：哪类元素的原子间结合

时能形成离子键？这种结合方式

与它们的原子结构有什么关系？

所处周期表的位置有何特点？

问题７：为什么表格５中氯化钠

晶体的熔点高达 ８０１ ℃？你能

想象氯化钠晶体中阴、阳离子的

排列情况吗？

任务：尝试画出 ＮａＣｌ晶体内部

Ｎａ＋和Ｃｌ－的排列示意图

引导从宏观事实证据到微观探析；

感知离子键的存在。

消除学生对阴阳离子间静电作用可

能存在的片面认识，建立离子键的

形成模型和平衡思想。

深化对离子键形成过程的本质认识，

初步建立微粒间结合的静电作用的

模型。

通过层层递进的问题组，逐步修正

完善学生对氯化钠中阴、阳离子是

有序聚集的认知模型，发展学生的

高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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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内容 情境材料 核心问题与学习任务 学科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的培育

共价键

①展示１－２０号元素原子结构示意图与元素周期表，分

析回顾元素得失电子与原子结构关系的周期规律。

②演示大小不同的磁铁吸引铁钉的实验。

③提供一些键能数据［１４］，见表６。

表６　几种键能的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６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ｂｏｎｄ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共价键 键能／（ｋＪ·ｍｏｌ－１）

Ｓｉ—Ｈ　 ３１８

Ｐ—Ｈ　 ３２２

Ｈ—Ｓ　 ３６３．５

Ｈ—Ｃｌ　 ４２８

Ｈ—Ｈ　 ４３２

Ｃｌ—Ｃｌ　 ２３９．７

问题８：氯原子跟氯原子是怎样

相互结合为氯化氢的？

问题９：不同类型元素的原子间

结合方式不同的本质是什么？有

没有原子不需要与其他原子结合

的？

任务：从化学键的角度对随着

硅、磷、硫、氯核电荷数的递

增，其气态氢化物稳定性增强这

一现象进行解释。

任务：请从化学键的角度思考为

什么氢气在氯气中燃烧能放出大

量的热

从离子键过渡到极性共价键，进一

步理解微粒间作用力不同决定结合

方式不同的静电作用模型。

渗透分类观，辨析金属原子与非金

属原子、不同的非金属原子间、相

同的非金属原子间作用力的异同。

应用微粒间结合的静电作用的模型

解决相关问题。

对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的本质有了

初步认识

课的深度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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