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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对学科内容深入、独到的解读是课堂教学成功的

保障，它需要建立在教师与课程标准和教材等文本进

行深度对话的基础之上，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

面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等新

形势，2003版课标及教材已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和亟

待改进之处。结合我国课程改革的经验总结，教育部

于 2017年印发了新的课程标准，相关教材也应运而

生。新、旧课标和教材更替之际，加强对两者的研读

和对比，有利于教师从变化中感知课标和教材的修

订理念，使学科教学充分体现时代育人的特色；有利

于教师生动地将课标和教材的修订意图落实于课堂

教学中，使课堂教学更为指向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1］，从“知”的层面理解和认同到“行”的层面贯彻

和执行，将新课程改革真正落实。

2.专业提升的必备能力

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定位不止是简

单的“教书匠”，还应是善于文本解读的研究员。江苏

省教研室赵华老师曾在《化学教学设计应立足智慧的

文本解读》一文中指出：“作为化学教师，每一次的文

本解读都需要有脱胎换骨的勇气，审慎明辨的思考、

换位和高位的视域”，“以发现的眼睛、专业的视角和

前瞻的眼界，处理好‘为何学、何学之、学何为’三个要

素，实现文本的智慧解读”。［2］

在此，笔者以选择性必修《有机化学基础》中“有

机物的合成”为课题，探讨立足文本解读，激活化学课

堂的教学实践。

二、文本的深度解读

1.课标解读

课程标准是课程改革的核心指导文件，对教学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

相对于 2003版课标的简单叙述，围绕有机合成，

新课标分别从内容要求、学业要求、教学策略、情境素

材建议进行了具体说明，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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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内容要求

2.3 有机反应与有机合成

认识有机合成的关键是碳骨架的构建和官能团的转化，了解设计有机合成

路线的一般方法。体会有机合成在创造新物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及促进社会

发展方面的重要贡献。

2.4 有机化合物的安全使用

结合生产、生活实际了解某些烃、烃的衍生物对环境和健康可能产生的

影响，体会“绿色化学”思想在有机合成中的重要意义，关注有机化合物的安

全使用。

学业要求

能综合应用有

关知识完成设

计合成路线等

任务。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

验）》

举例说明烃类物质在有机

合成和有机化工中的重要作

用。

举例说明新型高分子材料

的优异性能及其在高新技术领

域中的应用，讨论有机合成在

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方面

的贡献。

表1 有关“有机合成”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内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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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要求来看，新课标对有机合成的呈现具有

明显的层次性。“体会有机合成在创造新物质、提高人

类生活质量及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贡献”属于情

感态度价值观层面的认识，“认识有机合成的关键是

碳骨架的构建和官能团的转化，了解设计有机合成路

线的一般方法”属于过程与方法层面的认识，“体会绿

色化学思想在有机合成中的重要意义”则反映了有机

合成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一方

面关注有机合成的基本方法和程序，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重视联系生活生产实

际，以相关领域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作为教

学的情境线索或活动素材，使学生更好体验有机化学

作为基础学科对相关应用学科发展的价值所在。

从教学策略来看，课标建议素材的选取要兼顾目

标物的应用价值和对学生思维的挑战性，活动类型要

兼顾正向合成和逆向合成任务，引导学生关注结构对

比、官能团的转化和碳骨架构建；通过合成路线的评

价活动使学生体会官能团保护、绿色设计等思想。

情境素材则给出了有机合成的案例。例如，季戊

四醇、长效缓释阿司匹林、肉桂酸乙酯、有机玻璃的单

体（甲基丙烯酸甲酯）、苯甲酸苯甲酯、医用胶的合成

路线。

2.教材解读

教材依附于课程标准存在，又是对课程标准和教

学思想的诠释，是最重要的化学教学资源之一，潜藏

着重要的价值。但不同版本的教材中虽大体知识相

同，但由于编写思路有所不同，从而导致教材在结构

体系、呈现方式、情境素材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

对不同版本的新、旧教材进行比较研读，有利于更好

地理解新课改的方向与要求，选择并呈现最优的教学

内容，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此，以人教版和鲁科

版的新、旧教材《有机化学基础》中有机合成的相关部

分就章节结构、教材呈现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1）章节结构的对比（表2）

人教版

旧教材

第三章 烃的含氧生物

第4节 有机合成

新教材

第三章 烃的衍生物

第5节 有机合成

鲁科版

旧教材

第3章 “有机合成及其应用合高分子化化物

第1节 有机化合物的合成

新教材

表2 章节结构对比

如表2.所示，从章节编排来看，人教版新教材“有

机合成”从原来的第三章第 4节变成了第三章第 5
节。这是由于，新教材基于有机物的常见分类方法对

有关内容做出了调整，原来的第二章“烃和卤代烃”改

为“烃”，将“卤代烃”移入了第三章第1节，第三章则从

“烃的含氧衍生物”变为“烃的衍生物”。这一变化也

与新课标中有机化学基础模块下主题2核心概念的编

排相契合，如表3所示。

表3 新课标《有机化学基础》主题2核心概念

主题2：烃及其衍生物的性质与应用

2.1 烃的性质与应用 2.2 烃的衍生物的性质与应用

2.3 有机反应类型与有机合成 2.4 有机化合物的安全使用

而鲁科版新教材“有机化合物的合成”章节编排

位置和章节题目均没有改变。但相对于旧教材，新教

材在本章末引入了微项目学习“改进手机电池中的离

子导体材料——有机合成在新型材料研发中的应

用”，凸显了有机合成的跨领域应用，也是鲁科版教材

的一大亮点。

（2）教学内容及组织的对比

对四个版本教材相关教学内容及组织进行比较，

如图1、图2所示。

不难发现，相对于人教版旧教材，人教版新教材

关于有机合成的内容增加了许多，充分体现了当下有

机合成的快速发展及它在有机化学领域的重要地

位。同时，教材所呈现的知识逻辑结构更加清晰和完

善，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与理解，也有利于发展学生综

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对其旧教材鲁科版新教材知识架构基本没有

变化。但是在“官能团的引入与转化”部分删去了“卤

代烃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这是由于有关卤代烃的

知识，新教材已经前移至第2章“官能团与有机化学反

应 烃的衍生物”第 1节有机化学反应的类型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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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新课标《有机化学基础》模块下主题2核心概念的

编排，使学生在学习有机合成之前已经掌握了有机物

常见官能团的转化、有机反应类型等基础知识，符合

学生的认知顺序。对于逆合成分析法在有机合成中

应用的案例分析，鲁科版新教材调整为“苯甲酸苯甲

酯”的合成，相对于旧教材中“乙酰水杨酸”的合成，该

路线基本涵盖了从烃到烃的衍生物转化的所有反应

类型，有助于学生对官能团转化知识的巩固与应用。

“有机合成的应用”中“20世纪以来在有机合成方面获

诺贝尔化学奖的重要事件”增加了从 2000年到 2016

年的相关成果，展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

体现了教材编写的时代性特征。和人教版新教材相

比，鲁科版新教材将“有机合成的应用”单列出来，使

教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此外碳骨架构建的部分没有

涉及成环反应。

（3）教材栏目设计的对比

栏目设置是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提纲

挈领的作用，还能体现课程思想，对教学过程中实施

科学探究、创设学习情境、倡导学习方式具有重要意

义（表 4）。［3］

图1 人教版新旧教材“有机合成”教学内容及组织的比较

人教版旧教材 人教版新教材

一、有机合成的过程 一、有机合成的主要任务

有机合成
的任务

有机合成过程
的表示

常见官能团
的引入

1.构建碳骨架 2.引入官能团

碳链
增长

碳链
缩短

成环
反应

官能团的
保护

基于不同类型有机
反应的官能团转化

二、逆向合成分析法

卡托普利合成
路线的产率计算

逆向合成法

草酸二乙酯的合成
路线设计

二、有机合成路线的设计与实施

正向合成法 逆向合成法 有机合成的应用

有机合成过程
的表示

依据：绿色化学理念

乙二酸二乙酯
合成路线的设计与选择

图2 鲁科版新旧教材“有机合成”教学内容及组织的比较

鲁科版旧教材 鲁科版新教材

一、有机合成的关键——
碳骨架的构建和官能团引入

碳骨架构建 官能团引入与转化

碳链
增长

碳链
缩短

基于不同类型
有机反应的
官能团转化

卤代烃在有机
合成中的作用

一、有机合成的关键——
碳骨架的构建和官能团引入

碳骨架构建 官能团引入与转化

碳链
增长

碳链
缩短

基于不同类型
有机反应的
官能团转化

二、有机合成路线的设计

正向合成法 逆向合成法

乙酰水杨酸
合成路线的设计与选择

三、有机合成的应用

有机合成在
不同领域的应用

20世纪与有机合成
相关的诺贝尔化学奖

二、有机合成路线的设计

正向合成法 逆向合成法

三、有机合成的应用

苯甲酸苯甲脂
合成路线的设计与选择

有机合成在
不同领域的应用

20世纪与有机合成
相关的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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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栏目的数量和种类来看，在本节中鲁科版新教

材比人教版更多，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广泛的素

材和知识支持。而从栏目内容来看，两版新教材一方

面都聚焦于有机合成中的常见反应，比如通过羟醛缩

合反应使碳链增长，作为课本基础知识的延伸；另一

方面则关注有机合成中绿色化学思想的渗透，结合具

体实例探讨有机合成路线的优化与选择，对化学与职

业、化学与社会、科学史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体现

了教科书与时俱进的特征。

（4）教材插图设置的对比

图片是教科书内容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更强的

概括性，且生动直观，有助于学生对文字内容的理解

和记忆，提高学习动机和兴趣。化学教科书中的插图

主要包含有：知识结构图、微观原理图、实验图，还有

实物图和人物图等。

知识结构图的比较，如图3、图4所示。两版教材

中均呈现了“有机合成过程示意图”和“逆合成分析示

意图”，虽然形式不完全相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体

现了化学概念和化学知识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鲁科

版新教材还呈现了官能团之间的相互转化和相关反

应类型，较好地总结了基础有机合成中的官能团衍变

过程。新版教科书中知识结构图的明显增加，也说明

新课改背景下对学生运用分类、归纳等策略进行化学

学习的重视。

人教版新教材知识结构图

副产物 副产物

基础原料

辅助原料

中间体 中间体

辅助原料 辅助原料

目标化合物

目标化合物 中间体 中间体 基础原料

1. 有机合成过程示意图

2. 逆合成分析示意图

图3 人教版新教材知识结构图

微观原理图的比较，化学模型、化学微观结构

图都属于微观原理图。人教版新教材中给出了颠

茄酮、维生素 B12的结构简式，而鲁科版新教材则给

出了蒿甲醚的结构简式和八硝基立方烷的结构模

型，这些物质的合成是有机合成领域取得的重大成

果和突破，兼具时代性和典型性。

实验图是指与实验仪器装置、现象有关的图片。

人教版新教材给出了实验室进行有机合成使用的一

种典型装置示意图。鲁科版给出的实物图是以蒿甲

醚为主要成分的抗疟药物和含有苯甲酸苯甲酯的水

仙花，人教版给出的是工业化合成使用的反应釜。

这些插图的呈现，真实展示了化学在实验研究、

社会生活、生产中的应用。

三、基于文本解读的教学设计

1.教学环节的设计和编排

本节课的主要环节设计如图5所示。

人教版新教材

思考与讨论：（1）举例说明常见官能团的引入方法。

（2）设计以乙烯为原料合成乙酸与乙烯直接氧化法转化为乙

酸比较产率高低。

（3）乙烯合成乙二醇路线的比较与选择。

（4）实验和工业进行有机合成的装置。

资料卡片：（1）羟醛缩合反应（2）D-A成环反应（3）官能团的

保护（羟基的保护）。

鲁科版新教材

联想质疑：（1）有机合成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有机物的合成

需要解决哪些问题？（2）苯甲酸苯甲酯的合成路线如何设计？

交流研讨：（1）以乙烯为原料引入卤原子等官能团的途径。

（2）分析乙烯合成某医用胶过程中碳骨架的构建和官能团转化。

拓展视野：羟醛缩合反应。

资料在线：（1）原子经济性（2）20世纪以来在有机合成方面获诺

贝尔化学奖的重要事件。

知识支持：同一个碳上连两个羟基的结构不稳定。

化学技术：苯甲酸苯甲酯的工业合成。

表4 人教版、鲁科版新教材“有机合成”栏目设计对比

·课程与教材研究·

—— 88



化学教与学2021年第11期（下半月刊）

化学教与学（http：//www.jschemedu.com）

五个教学环节的设计，以有机合成惊人的创造

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丰富成果为立意，从有机分子小

人的合成引入，激发学生的兴趣。后续分别围绕有

机合成在环境保护、医药合成、改善生活品质方面

的应用徐徐展开，使学生充分体会有机合成对促进

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同时四个

环节将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的一般思路和绿色化学

思想融入其中，渗透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的思维方

法。

2.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

基于文本的解读，对课标和课本中的教学素材进

行取舍和重组，应用于每个环节的教学中。

环节二“从淀粉到聚乳酸”的合成方法，先给出

中文描述，再结合学生原有基础用化学方程式表

达，最后模仿人教版新教材中“有机合成过程示意

图”的方式进行书写，使学生体会用流程图表达有

机合成过程的直观和简洁。由于该合成过程步骤

较少，便于学生较快理解并掌握。接着通过书写乙

烯合成乙酸乙酯的流程图，巩固书写技能的同时，

也复习了常见官能团的相互转化，为环节三的展开

做好铺垫。

环节三以 16年江苏高考化学中抗心律失常药

——决奈达隆中间体的合成为原型，选取其中的片段

（如图 6所示），让学生认识理解复杂的有机合成路

线。再提出问题“设计B到C的这一步有何意义？”，引

导学生关注有机合成中的官能团保护。虽然该内容

只出现在人教版的资料卡片中，但代表了有机合成路

线设计的一个要点，仍应予以重视。

观察目标分子的结构 目标分子的碳骨架特征，
以及官能团的种类和位置

由目标分子逆推原料
分子并设计合成路线

目标分子碳骨架的构建，
以及官能团的引入和转化

对不同的合成路线
进行优选

以绿色合成思想为指导

鲁科版新教材概念结构图

明确目标化合物的结构

设计合成路线

合成目标化合物

对样品进行结构测定
试验其性质或功能

大量合成
1 有机合成流程示意图

目标分子

中间产物

供选择的原料分子

3用逆推方式确定原料分子示意图2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的一般程序

图4 鲁科版新教材知识结构图

情境线

知识线

有机分子小人
的合成

感受有机合成
的创造力

有机合成的
表达方式

官能团的保护
和引入顺序

碳骨架的构建
有机合成中的
绿色化学理念

从淀粉到
可降解塑料

（聚乳酸的合成）

药物中间体
的合成

（抗心律失常药）

从石油到香料
（肉桂酸乙酯的合成）

从乙烯到
抗冻剂

（乙二醇的工业合成）

图5 教学主要环节设计

ONaOH

N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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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H3 OCH3

O
Cl Br

O

Br

OH

NHCOCH3

AlCl3
NHCOCH3

A B C D H

（CH3CO）2O
△ ……

图6 决奈达隆药物中间体的合成

在此基础上，学生再来设计以甲苯和（CH3CO）2O
为原料制备

COOH
NHCOCH3的难度就适当降低了，也进

一步树立了从官能团引入顺序的不同实现官能团保

护的思想。最后对同学展示的多种设计路线讨论评

价，选择科学经济的合成方案。

环节四选择了课程标准中肉桂酸乙酯的合成案

例。该物质的合成过程既包含了官能团的转化和保

护，同时还涉及了通过羟醛缩合反应实现碳链增长的

方法，应用了两版教材均涉及的补充（下转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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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题所涉及的物质分类定义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课上不需要多讲。

扫描后数据统计是准确快捷的，但是电脑统计数

据背后的原因还需要人脑去好好分析。冷漠数字背

后是一个个充满活力的青少年的学情反馈，试题做对

了不代表这个知识点他已经学会了、弄懂了，有可能

是猜对了、蒙上了；答题有做错了也不能就断定他不

会，问题可能出在审题亦或是试题本身；试题答案有

大量空白的学生不一定是知识掌握上的问题，很可能

在学习态度或者心理上需要帮助。数据诊断是以学

定教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精确的数据诊断加上合理的

原因分析方可带来精准教学，没有归因的数据是苍白

的、无力的。

2.新方法旧观念的数据分析

由于很多学校教师群体数量庞大，新老教师数量

也占据比较大的比例。从课堂观察来看，有的老师没

有把数据的利用当成是教学行为的变革，仅仅是作为

数据采集、分析、统计、试题评价的工具。从本质上

看，教师还没能够突破应试教育的思维，把获得最终

的数据结果当成重点，促使数据分析变成强化应试教

育的一个有力工具。

3.有使用缺规则的数据使用

对教学过程以及学生学习轨迹的跟踪、记录和分

析处理，不可避免地涉及教师与学生的隐私问题。教

师和学生是教育教学大数据的创造者，在对教育教学

大数据进行收集、处理、使用、共享的过程中，必须依

靠明确、规范、科学、人性化的基本规则赢得广大教师

和学生的理解与支持，努力保护广大师生的个人隐

私，捍卫他们的合法权益，确保在不泄露个人隐私的

情况下收集、处理、使用和共享教育教学大数据。如

果不重视师生隐私权的保护，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随

意在公开场合暴露学生的分数、排名、答题情况等信

息，以收集和处理大数据为前提的精准教学可能会失

去教师与学生的支持。

综上，数据驱动的学习支持能够改变教师思维方

式，优化教学行为，同时也能提升学生元认知水平、学

习效果与流畅度，对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产生显

著影响。作为教师，应该理性分析数据产生的原因，

根据学生实际需求，不断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并科

学合理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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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再通过文献资料，了解肉桂酸

乙酯的工业合成方法，借此过渡至第五环节。通过乙

烯合成乙二醇路线的选择，渗透有机合成的绿色化学

思想。

教学内容的选取紧扣课标和教材，教学内容的

组织从有机合成的表达到合成路线的评价直至完整

路线的设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环环相扣，既顺

应了知识的逻辑顺序，也符合学生的心里认知顺

序。解决了有机合成教学中“为何学”“何学之”“学

何为”的问题。

综上所述，文本解读，特别是课标和教材的解

读，是设计教学和展开教学的原点，但这并不是朝

夕之事，需要有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需要有辩证

的思维、需要有质疑的勇气，这也是对教师教学智

慧的考验。文本智慧解读了，课堂教学也就激活

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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