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下的高中化学教学探究 

摘要：在新课改不断推进下，教育的模式和方式都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改善和创新，培养学生

学科的核心素养仍是高中化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让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化

学知识，十分考验教师的教学能力，需要教师制定有效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际生活中

去观察发现“化学”，从而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和社会上去应用化学，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核心学科素养。本文将通过四个方面阐释“基于学科核心素养下高中化学教

学的探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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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学生不仅要提高自己的学习质量，还应重点培育学生学科的核心素

养。然而在课堂上有限的教学中，教师应怎样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是高中

化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兴趣是学生学习化学最好的老师，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要善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化学”，并将化学知识应用于

日常生活和社会建设但当中，提高学生学科的核心素养。 

一、利用经典故事，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化学的学习过程是枯燥乏味的，复杂多变的化学方程式，晦涩难懂的学习内容，都容易

让学生丧失学习兴趣，更谈不上让学生去探索和领悟根本了。因而学习化学的关键是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化学的学习当中。只有在兴趣的基础上，学生才能更好地

学习化学，去发现和探索化学现象和理论。 

例如，在学习“离子反应”时，可以通过讲述故事来启迪学生对离子反应的学习兴趣。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率军南下，平定南中过程中，蜀君因误饮哑泉之水，有嘴不能言，生命

危急，千钧一发之际，经一老叟指点迷津：“万物相生相克”，只要喝万安的安乐泉水方能

解毒，果不其然，喝完安乐泉水后，将士都能正常说话了。那么为何哑泉使人致哑，安乐泉

却能解其毒。原来是因为哑泉中含有大量的硫酸铜，安乐泉是碱水，哑泉的铜离子与安乐泉

中的氢氧根发生离子反应，形成了氢氧化铜沉淀，最终解开了将士的毒。 

在化学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应用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典故，让学生发现其中的化学现象，

运用化学知识去解答这些现象，在参与中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不自觉地融入进课堂

环境之中。在兴趣的引导下，培养学生对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的能力，培养学生化学的综合

素养。 

二、设置问题情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学习化学需要学生具备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学生也应该在课堂上掌握化学

的基础知识，因为这是解答化学问题的关键，否则更谈不上去发展化学的综合思维了，但是

在传统教学中，化学的学习显得十分枯燥无味，这并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应改变

传统的解题方法，将问题放在实际情境中去解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例如，教师讲述《金属的腐蚀和防护》时。需要学生了解化学课本中原电池的知识，这

部分知识对于解决金属腐蚀有一定的帮助。教师以向学生播放金属腐蚀的视频，让学生们思

考金属腐蚀会造成哪些危害？为什么会出现金属腐蚀？在什么情形下金属才会腐蚀？通过

有层次的提问，让学生回忆起学过的内容，并跟随老师的思路，掌握金属腐蚀分为化学腐蚀

和电化学腐蚀的知识，并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分析如何对金属进行防护。并将学过的内容引

申到生活中，解决金属腐蚀的问题，思考金属腐蚀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应采取哪些措施进行

防护。通过设置这种问题情景讲述方式，让学生快速整理思路，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三、应用多媒体设备，丰富化学教学设计 

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多媒体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多媒体传播内容的多

样性。在多媒体中，图片，图像，动画和视频等丰富多样的媒体形式都可以在课堂上呈现。

丰富了老师的讲课内容，让老师的讲述变得更加生动，二是多媒体具有交互性的优势。在媒

体教学中，学生可以凭借多媒体自由设定情境，按照自己在化学上的喜好选择学习内容，进

行针对性教学，有针对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根据每个

人掌握知识的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三是多媒体教学的直观性与内容丰富性的优势。

多媒体教学可以把教师不易展开的操作，生动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

多媒体教学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学生理解化学知识，以及激

发他们学习化学知识的兴趣，让学生积极参与化学学习当中。 

例如，在《化学反应原理》中“沉淀反应的应用”中，主要包括沉淀的生成，溶解，转

化，是本课时的重难点。要让学生有一个直观的理解，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视频和图片的

展示学习，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原理，同学们去理解这一课时。在多媒体中展示水垢的成

分和形成过程，以及水垢的危害和，水垢应采取的办法。通过视频模拟展示的办法，将原来

晦涩难懂的概念知识变得直观具体化，将原本难上加难的学习过程变得容易，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 

四、结合生活情境，加强社会责任 

化学知识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丰富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善了我们的生



产工艺。化学的核心素养是从现实的生产活动中获得原材料，充分体现了应用价值的导向功

能，化学有其实用价值和应用价值，因而在学习化学中需要有效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

学生感受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利用化学是能够改善实际生活中的环境

污染问题，实现国家提倡的节能减排的目标。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化学。比如，固态的二氧化碳，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干冰容易液化，便用来制造舞台效果；我们常见的铁锈，实际是铁在空气中与氧

气结合生成了氧化铁；生活中，我们常用的磁铁，其实是化学中的四氧化三铁这种物质比如

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化学现象，为什么水壶上的水垢可以用白醋来消除，为

什么白醋还可以去油脂？为什么在制作馒头时要加碱？引导学生通过生活中的现象来发现

化学中的本质，更好地应用化学解决生活问题，解决社会问题。 

总结 

总而言之，在高中化学的教学中，需要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多去观察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并善于思考，将生活中的化学现

象与化学知识融会贯通；教师应利用多媒体的形式丰富课堂内容，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便于

学生理解；通过问题情景的模式培养学生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乃

至社会中应用化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学科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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