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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教学不再对文理科进行划分，为了全面落实“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的要

求，化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什么，怎么教”，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面对新高考模式也应开展新的

教学实施研究，积极转化化学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对化学这门学科的探索研究，从而达到“素养

为本”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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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推进普通高中育

人方式改革，深化普通高中教育教学改革，稳妥推进高考改革”。2019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

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2019 年 12 月，《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正式印发，提出

“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的要求。其中“一核”: 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是高考的考查目

标———“为什么考”;“四层”: 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是对教师教学的要求———“考

什么”;“四翼”: 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是对命题专家的要求———“怎么考”; 着重解决: “教

什么，怎么教”“学什么，怎么学”“考什么，怎么考”和“招什么，怎么招”，为了更好地迎合新高考改革

理念，教师要立足高考改革方案，结合学生思维特点和实际状况，思考教学方法，使学生综合素养得到

很好提升［1］。因此，我们对新高考背景下“素养为本”的高中化学教学“教什么，怎么教”进行探究。

1 教什么

面对新高考，教师应与时俱进地改进教学方式，积极应对，要清楚我们教什么? 我们认为化学教

师教什么要注意弄清楚下面几个问题。
1． 1 研读“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教学目标

首先我们要认真研读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修订了课程标准，基

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理念，构建了功能合理“三层次”课程结构，明确了必修、选必课程和必做实

验，对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了必要的增减，构建了服务于双考学业质量水平体系，注重“教、学、评”一体

化、一致性，提供了“素养为本”的课堂教学设计案例，构建了“素养为本”学业考试命题框架，因此我

们要认真研读这一“标准”，制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的深广度，知道要教什么，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放

矢，减少盲目性，这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1． 2 认识化学学科变化，准确把握教材深广度

新高考方案中，化学是高考“四选二”中的一科，是所有学生的合格考科目。在新方案中化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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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第一册、必修第二册是合格学考科目即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化学的等级考科目是必修加选修，即必

修第一册、必修第二册、选修物质结构与性质、化学反应原理、有机化学基础五个模块。我们可以看出

新形势下，化学必修的难度降低，降低到所有学生合格为基础。而化学的高考科目的五个模块，既为

高校选拔人才奠定基础，又保证了选拔人才的区分度。
1． 3 比较新、旧教材，熟悉结构和内容的调整

新教材删除了一些知识，增添了一些前沿的科研成果的介绍，作为教师，一定要熟悉新教材结构

的变化、知识内容的变化，首先要准确把握新教材的知识体系［3］: 整体性、逻辑性( 把握新教材必修模

块的主体结构) ; 系统性、层次性( 把握新教材章节知识的编写结构) 。其次要准确把握学业质量要

求: 适宜性( 整体规划教学内容的深广度) ; 层次性( 明确学业质量的水平要求) ，这样才不至于穿新鞋

走老路。第三，化学课程结构的调整( 必修 + 选择性必修 + 选修) 。教材结构和内容的调整是以发展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为主旨，满足学生多元发展需求，重视开展“素养为本”，倡导化学学科核心素养评

价。所以教师只有熟悉教材结构和内容的调整，在教学中才能避免盲人摸象。例如: 化学反应原理中

增加了内能、体系，但不做学业要求 ; 弱化了焓变、熵变作为反应方向的判据，注重平衡常数的运用

等; 物质结构与性质中加强了对配合物、配位键、氢键等概念的认识 ，删减了晶格能、等电子原理、金
属晶体的堆积模型等; 有机化学基础中分子结构、官能团、化学键三个层次更为鲜明，弱化了命名规

则，只要求知道简单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精简元素含量的实验测定法，强化仪器分析( 质谱法、红外光

谱法、核磁共振氢谱法) 在有机分子结构测定中的应用等。
1． 4 重视化学探究实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中学化学课程中化学实验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新课程以

科学探究为课改的突破口，而化学实验是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方式［4］。我们要保质保量完成规定的

学生必做实验，如表 1 列出的规定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学生必做实验。
表 1 必修与选修课程学生必做实验

必修课程学生必做实验 选修课程学生必做实验

1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电解饱和食盐水

2 用化学沉淀法去除粗盐中的杂质离子 制作一个简单的燃料电池

3 铁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探究影响化学平衡移动的因素

4 不同价态含硫物质的转化 强酸与强碱的中和滴定

5 同周期、同主族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 盐类水解的应用

6 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 简单配合物的形成

7 原电池 乙酸乙酯的制备与性质

8 搭建简单有机化合物分子的球棍模型 阿司匹林有效成分中某些官能团的检验

9 乙醇、乙酸的主要性质 葡萄糖的性质

2 怎么教

新高考背景下，教师在开展化学学科教学时，除了要注重提升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遵循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和认知，依照课标实施素养为本的教学的原则外，还要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重视与其他

学科的联系，强调化学实验对于发展学科素养的重要价值，重视教学情境的创设，利用多种评价方式，

发挥评价促进教学的功能。怎么教? 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2． 1 “素养为本”的教学设计

化学教学设计要充分体现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上，教师要致力于不断

地探索和实践，在熟练掌握教材的先决条件下，结合核心素养的教学初衷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如表 2
列出的化学必修第一册第二章第一节“钠及其化合物”教学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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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学设计思路

“钠及其化合物”的教学设计思路

微观探析与宏观辨识
1． 了解 Na 的物理性质; 2． 掌握 Na、Na2O、Na2O2、NaOH、Na2CO3、NaHCO3 的化
学性质; 3． 了解焰色反应;

平衡思想与变化观念 4． 分析 Na→Na2O→Na2O2、NaOH→Na2CO3→NaHCO3的相互转化;

模型认知与证据推理
5． 能依据实验证据推出合理的结论，构建“钠及其化合物”转化关系模型，运
用模型解释化学问题;

创新意识与科学探究
6． 设计 NaOH→Na2CO3→NaHCO3 的相互转化探究方案，与同学合作完成实验
探究;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7． 了解侯德榜制碱法; 8． 运用化学知识对社会新闻事件作出合理判断

2． 2 “素养为本”的教学实施

2． 2． 1 引导实验创新，激发化学学习兴趣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有三个标准: 1 ) 知识获取能力群;

2) 实践操作能力群; 3) 思维认知能力群。教师在完成规定的演示实验和学生必做实验外，还要引导

学生实验创新，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5］。化学课堂的实验越多，特别是新颖题材的实验越多，学

生对教师开展的课程也越感兴趣。在化学教学的课堂活动过程中，适当地引导学生进行一些与实际

教学和联系现实生活的实验创新项目，从而调动学生对化学学习的积极探究。
2． 2． 2 问题横向串联，构建一体化知识体系 问题横向串联，构建一体化知识体系，可以很大程度提

升学生学好化学的信心。因为整个高中化学知识点繁杂，难于理解记忆; 方程式复杂繁多，背起来麻

烦; 知识模块联系不太紧密，学科的知识结构松散，所以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策略的设计上加入学生

自我归纳总结这一环节，在讲授完各章节的内容后，预留一部分时间来让学生们进行自我总结和归

纳，一旦学生能够串联起自己的化学知识网，那么在他面前呈现的化学知识将不再是杂乱而分散的，

而是秩序井然，泾渭分明。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的一体化整合，从本质上帮助学

生发展学科素养。
2． 2． 3 化学联系生活，开拓学科视野 很多化学教师，在经历多年的教学活动后，已经在一轮轮、一
届届的教学任务过程中已经渐失了以往的干劲与热情，出现了职业方面的倦怠现象。这个阶段的教

学往往变得功利性地偏重于化学概念以及知识点的到位，而没注重与实际生活生产相关联，不仅老师

讲的不得劲，学生们听得也枯燥。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在平时多关注报章杂志，电视新闻，网络信息上

的与日常生活、科技发展相关的化学领域方面的信息，多留意与化学教学相关的生活材料，再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加以讲解，就自然而然很容易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学科视野扩宽的同时，又能

够对化学产生足够的兴趣。例如辨别羊毛衫的真伪，碳酸氢钠溶液可以处理蚊虫叮咬，温室效应、酸
雨的产生原理等等。
2． 3 “素养为本”的教学策略

2． 3． 1 渗透情境化教学，增强学生的认知 科学、适度地创设丰富多样的真实问题情境化教学，让学

生“身临其境”，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促进自主学习，发展辩证思维。如运用社会和生活实际进行情

境教学，运用化学实验和问题开展情境教学，通过多媒体技术实施情境教学等。比如在氯及其化合物

的教学中，可以选取材料“南海仲裁”事件和海水晒盐的两个材料，启发学生思考为何他国想侵占我

国的南海地带? 海水中有哪些资源? 海水中富含哪些元素? 创设情境，引入新课，激发学生探求新知

识的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的素养。
2． 3． 2 采用趣味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将兴趣教学应用到高中化

学教学中，可以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深入探究的欲望，在教学中，要充分采用趣味教学，如开

放实验室，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培养学生“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素养，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氧化还原反应的教学，我们可以创设情境导入，提前准备好影片资料［6］，引导学生观看将深色装满

“酒”的瓶子，分别倒入五个无色透明的小空杯中，结果出现了不同的颜色现象: 像橙红色的“橙汁”、
绿色的“果茶”、褐色的“咖啡”、蓝色的“墨水”以及冒着气泡的黄色“啤酒”。在学生啧啧称奇兴奋不

已时，带领学生进入氧化还原反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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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以学生为本教学，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要积

极转变教学形式，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如采用自主探究、小组合作

等形式，凸显学生学习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能力得到了提升和锻

炼。比如在学习完氯及其化合物后，让学生思考报纸上报道的: 84 消毒液 + 洁厕灵 = 剧毒氯气，为什

么? 学生分组讨论后得出: 84 消毒液主要成分是 NaClO，洁厕灵的主要成分是 HCl，二者混合后发生

了氧化还原反应: 2HCl + NaClO = NaCl + H2O + Cl2↑，从而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 3． 4 “教、学、评”一体化，有效开展学习评价 “教、学、评”一体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学

者水越敏行提出的，“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因此，

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对学习的评价应该具有目标的一致性，课堂教学如果只管

教什么、怎么教，不问结果，就会出现为教而教，课程的实施就会偏离课程设计的目标和理念。“教、
学、评”一体化的课堂才是高效课堂。教师在教学设计和组织上，要考虑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而

教，关注“学生学会了什么”? “达到了预期的学习目标没有”?［7］，真实地评价教学效果，做到“教、学、
评”一体化。

3 结语

新高考，强调基础扎实，促进学生系统掌握各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 新高考开放性、
探究性情境的设计，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的考查和培养。所以高中化学教师应深入学

习和理解化学学科特质及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内涵，不时联系生活中与化学有关的情景，对教材深入分

析、充分挖掘有关核心素养的内容并应用于课堂教学设计中，发挥化学课堂这一主要阵地的作用，从

而促进教学回归课堂教材，夯实学生成长的基础，积极探索情境体验式课堂教学，开展探究性实验教

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意识和创新思维，从而达到“素养为本”的教育目标，以促进

学生综合、全面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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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U Bao-lan1，ZHANG Xiao-ming2，YANG Shui-jin1

( 1．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

2． NO． 2 Middle School of Huangshi Hubei，Huangshi 435002，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high school teaching no longer divides arts and
sciences．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one core，four layers and four wings”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chemistry，as a basic discipline，which should be focused on“what to teach，how to teach”．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in the face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model，teachers should also
carry out new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research，actively transform chemistry teaching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thods，and
promote students’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chemistry so as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 goal of maintenance-oriented．
Key words: quality-oriented;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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