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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活动“链接”下化学知识与核心素养的有机融合

——以“分子的手性”教学为例

新疆喀什泽普县第二中学（844800） 李志新 王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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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学教学应通过情境再现、科学探究等过程，为学生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视角去

观察和思考周围的物质世界，进而形成化学学科观念和素养。文章通过情境再现、科学探究、信息拓展等环节对“分

子的手性”的相关知识进行探究，充分挖掘了情境、知识和学科核心素养之间的密切关系，实现了知识与学科核心素

养的深度融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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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课堂是动态的课堂，是生成性的课堂，是

不断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课堂。化学课堂教学只

有以素养为本，选择性地设计和重构教学内容，合

理运用教学方法，才能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化学课堂教学应以学生的认知

发展水平为基础，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让

学生通过对背景知识、课程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学习

和理解，形成学科观念，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学科素养。只有这样，化学课堂教学

的育人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学生的学科核心素

养才能落地生根。

“分子的手性”是笔者的一节示范课，本课尝试

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出发，以相关教学主题为引领

创设情境，建立化学教学、知识学习、情境育人之间

的联系，让学生通过知识学习，达到运用知识科学

阐释和解决问题的目的，实现化学知识与核心素养

的有机融合。

一、教学设计思路和模式

（（一一））教学设计思路教学设计思路

本课教学设计应确立好知识、情境和学科观念

之间的关系。情境中蕴含的真实问题是课堂教学

设计的根本所在［1］，知识只有置于一定的情境中才

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体会到其

与生产生活的联系，才能把相关学科观念渗透到教

学中。化学学科观念是学生在系统学习化学课程

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化学学科的概括性认识和具

有化学学科特色的思维方式［2］。“分子的手性”的教

学设计思路如图 1所示，其展示了知识、情境和学

科观念之间的关系。

图1 “分子的手性”的教学设计思路

（（二二））教学环节和模式教学环节和模式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巴特勒提出了教学的七要

素，并提出“七段”教学论，将教学分为七个环节：创

设情境—激发动机—组织教学—应用新知—检测

评价—巩固练习—拓展与迁移。为了使学生从知

识的生成角度认识分子的手性，发挥学生元认知的

调节作用，笔者在教学中充分考虑教学七要素，同

时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采用如下教学模式（如

图 2），重点让学生通过实物观察与探究得出结论，

生成学习结果，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图2 “分子的手性”课堂教学模式

在课堂上创设情境，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关注

度，有助于学生深度思考，更好地分析分子的手性

的形成原因和结果，进而理解手性药物的应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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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二、教学目标及评价目标

（（一一））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化学课堂教学是落实课程目标，引导学生提升

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教师在设计探究活动、

组织课堂教学时，要凸显“发展学生化学学科核心

素养”的主旨。为了使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培养能有

效落实，笔者根据本节课的内容制订了如下教学目

标：（1）通过旋光仪观察分子的旋光现象，初步认识

分子的旋光性；（2）理解“分子的手性”概念，建立分

子与其镜像之间的相互关系；（3）科学探究分子的

手性成因，建立分子呈现手性及手性碳原子的模型

分析法；（4）阅读有关手性药物的应用、手性分子的

选择、诺贝尔化学奖等的资料，感受手性分子在生

产生活和科学技术中的应用价值，树立正确的科学

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二二））评价目标评价目标

教学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学生的参与，教师在设

计教学活动时要时刻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评”要

有机结合，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本节课

的评价目标主要有如下几点：（1）通过对“分子的手

性”概念的讲解，促进学生对微观物质的结构的认

知，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2）通过手性分子的模型

探究，让学生进行交流、模拟并得出结论，提高学生

的探究水平和能力；（3）通过对科学家的事迹及诺

贝尔化学奖的介绍，让学生开展讨论，发展学生的

科学观，使其树立正确的科学认知，增强服务社会

的责任感。

三、教学过程

为了有效实施课堂教学，教师围绕核心知识设

计教学流程，引导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探索，帮助

学生从事实、原理和应用等方面进行系统学习，让

学生进行深度思考，最终达到能够运用化学知识阐

释化学现象的教学目标。

（（一一））情境再现情境再现———科学巨匠巴斯德及其—科学巨匠巴斯德及其

贡献贡献

【情境材料】巴斯德

（1822—1895），近代微生

物学奠基人 ,发明了巴氏

灭菌法，成功地研制出鸡

霍乱疫苗、狂犬病疫苗等

多种疫苗，在战胜炭疽

病、蚕病等方面也取得了

很高的成就。2003年，巴

斯德在光学显微镜下徒手把酒石酸的左旋型和右

旋型分子（如图 3）分开的实验被评为化学史上十

大最美实验之首。

【过渡问题】左旋型和右旋型的酒石酸分子就

像我们的左手和右手，请问二者能否重合在一

起呢？

【学生活动】观察、讨论左右手能否重合，并得

出结论：不能重合。

设计意图：以科学巨匠巴斯德作为本节课的情

境引入点，希望达到如下目的：（1）让学生意识到分

子有左旋和右旋之分，并初步引发思考；（2）让学生

看到知识的价值，看到化学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

献，进而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培养学生的“科学态

度与社会责任”核心素养。

（（二二））科学探究科学探究———宏微结合—宏微结合，，建立模型建立模型

【实验探究】用旋光仪检测乳酸溶液，发现该溶

液会使入射光线出现一定的偏转，这种现象称为旋

光现象，而丙二酸溶液却没有旋光现象。

【学生活动】动手实验操作，并思考乳酸溶液具

有旋光性的原因。

【活动探究 1】学生根据提供的乳酸分子结构，

搭出乳酸分子及其镜像分子的球棍模型（如图 4中
的A、B），并对二者进行比较。

图4 乳酸分子及其镜像结构对比

教师：乳酸分子（如图 4A）及其镜像分子（如图

4B）能否重合呢？

学生：不能。判断图 4中的A分子和B分子是

否能完全重合，可将 B分子绕竖轴旋转 120°（如图

4C）后进行观察。通过比较A分子和 C分子，可以

看出两个分子在结构上不能重合。

教师：那丙二酸分子呢？

学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判断丙二酸分子及其

镜像分子可以重合在一起。

教师：当分子与其镜像分子不能完全重合时，

该分子才具有旋光性，我们称这种分子为手性

分子。

设计意图：差异化的现象能帮助学生获取更多

的感性材料，学生在比较中知道有些分子具有手

性，有些分子不具有手性，只有手性分子的溶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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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左旋型和右旋型

酒石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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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旋光现象。通过本次探究，让学生建立宏观

现象与微观结构之间的联系，树立结构决定性质的

观念，能够从微观结构的角度去认识宏观性质，从

而培养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的能力，提升学生

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过渡问题】如何判断一个分子是否具有手性？

手性分子在结构上有哪些特征？

【活动探究 2】搭建分子的球棍模型（如图 5），

先从最简单的碳原子连接四个相同的基团 a（如图

5A）入手，再将其中一个基团 a换成基团 b（如图

5B），让学生观察B分子是否具有手性；然后将B分

子中的一个基团 a换成基团 c（如图 5C），观察 C分

子是否具有手性；最后将C分子中的一个基团 a换
成基团 d（如图 5D），观察D分子是否具有手性，从

而让学生逐步认识到当分子中碳原子上连有四个

不同的基团时，分子具有手性。

A B C D

图5 分子的球棍模型

教师：图5中哪些分子具有手性？

学生：D分子具有手性，而A、B、C分子都不具

有手性。当一个碳原子上连有四个不同的基团时，

该分子具有手性。

设计意图：根据碳原子的四面体构型进行“分

子模拟”，让学生由表及里地去观察、分析、判断分

子的结构特征和手性之间的关系，从模型认知的角

度去分析问题，寻找证据链，最终结合分子的结构

特征找出手性分子的特征。

（（三三））信息拓展信息拓展———材料扩充—材料扩充，，辩证分析辩证分析

【信息情境 1】（1）双六螺烯手性材料在 3D显示

器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显示器的发展和研究；

（2）上海交通大学冯传良教授课题组在仿生手性水

凝胶对细胞选择性黏附领域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3）浙江大学陈红胜教授等人报道了以折纸结构为

灵感的折纸型可重构手性超材料，其电磁响应可通

过转换Miura-ori（三浦折法）式开口谐振环的折叠

态进行动力学手性调控。

【思考】你从中有什么收获？

设计意图：教学中选取与分子手性密切相关的

几个前沿热点信息和研究热点，激发学生对化学的

好奇心和学习热情，让学生看到化学对科技发展和

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激发学生的科

研热情，促使学生树立投身科研事业的志向。

【信息情境 2】一种名为沙利度胺的药物（结构

如图 6所示），能迅速减轻孕妇的妊娠反应，称为

“反应停”。然而，该药物投入使用不久后，世界各

地出现了畸形儿。随着对手性分子性质的认识的

深入，人们发现只有其中的右旋分子具有镇定作

用，而左旋分子具有很强的致畸作用，因此需要将

左旋分子和右旋分子分开才能应用，以保证人们的

生命健康安全。

【思考】我们是否应停止使用手性药物？怎样

才能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图6 左旋型和右旋型沙利度胺结构

设计意图：通过探究“反应停”事件暴露出的问

题，让学生意识到引发问题的原因不是药物本身存

在问题，而是人们对药物的认识不充分，所以我们

在药物的选择和使用方面要做更加充分的研究。

通过这些讨论，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意识，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教学思考和启示
本课教学围绕相关教学主题，以问题、情境、探

究等形式呈现教学内容，把课程知识学习和课外知

识扩充有效衔接，使课程内容结构化，并注重学生

情感的培养，将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方向，以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

（（一一））学科特色让化学课堂更有魅力学科特色让化学课堂更有魅力

化学教学以物质的结构、性质和转化为中心引

导学生进行探索和研究，紧紧围绕宏观和微观帮助

学生去认识神奇的物质世界。教学在教学中，不能

只关注事实性知识，如沉淀的生成、气体的产生、颜

色的变化等，还应该将化学本质、科学原理、转化思

想贯穿始终，帮助学生养成热爱探究、勤于思考的

良好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系统的学习方式和研究

方法。只有这样，化学课堂才能体现出化学的魅

力，才能引导学生在神奇的物质变化中找到背后的

本质和规律。

（（二二））科学探究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科学探究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科学探究是化学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可以

让学生最大限度地体验、参与、思考与交流，充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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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概念学习本身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积极

参与到概念转变过程的认知重组活动；不但要让学

生意识自己存在的前概念，而且要让学生意识到与

前概念相关的经验和相关概念的生态圈；不但要注

重引入新概念的过程，而且要注意新概念和原有认

知系统的互动过程。

综上所述，教师应认识到学生错误的价值，允

许学生犯错，然后在教学中创造性地把握、利用学

生的错误，多角度引导点拨，最终点燃学生智慧的

火花。学习，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学生在探索

中会不断犯错、纠错，教师应该抓住时机，及时发

现、解决问题，把错误转化为一次新的学习，转变学

生的前概念，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让他

们在错误中走向成功［5］。作为教师，应当积极地创

设情境，让学生暴露前概念、批判前概念、转变前概

念，从而建构科学概念。科学概念既是一种形态，

也是一种产物。作为形态，科学概念是学生科学判

断的基础；作为产物，科学概念是学生科学认识的

结晶。科学概念的建立助推了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的形成。虽然概念的转变是一个认知改变的过程，

但是这一过程的进行会受到个人动机系统的调控。

因此，教师在传授学生概念知识的同时，也需要关

注学生学习动机的发展，从而为学生的概念学习创

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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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的元认知。课堂教学中要让科学探究有实

效，对学生认知规律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学生的

思维模式、探究能力、知识储备、方法掌握情况等都

需要教师去认真研究，只有科学探究的内容处在学

生的最近发展区，教学效果才能达到期望值。同时

在科学探究中，目标设定、信息收集、过程评价、问

题解决、探究总结、学习指导等都应成为重点关注

的对象，这样的探究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才能将静态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动态化；才

能丰富学生的认知体验，促进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才能将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到实处，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

（（三三））课堂要关注课堂要关注““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同时也是育人的重要场

所，课堂上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科知识的传授，让学

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注重对著名科学家及经

典科学研究方法的介绍，以激发学生的探索和求知

欲，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化学

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化学教学素材的来源

非常广泛，这为化学教师的教学带来了许多便利。

化学教师可以将相关素材深加工，充分挖掘其中的

科学知识，让学生透过素材看到人类面临的能源危

机、环境污染等问题，让学生意识到化学可以解决

许多人类面临的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热

情，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综上，化学课堂要满足学生对科学和文明的渴

求，要基于情境活动实现化学知识与学科核心素养

的融合，引导学生用化学的眼光去观察物质世界。

化学课堂教学要以新课程理念为引领，将课程目

标、教学过程与核心素养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帮助

学生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只有这样，化学课堂教学才能为学生的未来发

展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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