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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概念的化学教学内容结构化设计与实践探索

蒲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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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对高中化学教学内容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高中化学教学内容设计存在着明显

局限性，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本文以大概念为背景，探讨高中化学教学内容结构化设计实践路径。通过了解大概念

的含义，再结合实际教学经验，提出主题式、问题式、项目式的结构化设计策略。结果表明，以大概念为基础的结构化设计，

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运用化学知识，提高他们的知识迁移能力，从而为高中化学教育改革和培养学生核心素质，探索

可行性的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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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学中，涉及概念、原理和化学反应等知识

体系。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对知识传授，而对其

应用和迁移却很难建立起知识结构。大概念是学科的重要理

念，可以对分散的知识进行整合和组织。将大概念融入高中

化学教学，对教学内容进行结构化设计，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理解化学本质，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提高他们处理复杂问

题的能力，对于推进高中化学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

1. 教育背景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对培养学生化学核心素质有着

明确要求，主要包括宏观识别、变化概念、科学探究、证据

推理等。但在实践教学中，课堂教育依然将重点放在知识灌

输上，忽略对知识内部的逻辑联系和对学生的思考能力的培

养。在解决比较困难的化学问题时，因缺少系统的思考和综

合的能力，导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因此，迫

切需要开展以大概念为基础，对课程内容进行结构化设计，

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网络，提高综合素质，使其更

好地符合新课标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2. 基于大概念的化学教学内容结构化设计与实践策略

探讨

2.1 主题串联构建高中化学知识生态链

主题式教学，是指以主题为中心，综合有关学科内容

的教学方式。这种策略注重知识间的相互关系，使学生能够

全面理解化学知识 [1]。将大概念作为化学教学的主题，可以

将零散知识联结，让学生更加了解知识之间存在的关联性。

以教学“化学反应原理”为例。在教学内容设计方面，

以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为大概念的主题，再将主题与相关知

识整合，比如热效应、反应速度和限度，同时也可以涉及化

学平衡等内容。开展主题式教学期间，学生可以从宏观、微

观层次上认识化学反应的性质，以此把握知识的内在规律。

课堂教学期间，教师可以用简单的实验，从而将化学

反应产生的热效应引入教学中。鼓励学生对反应过程中热量

的变化进行观察，使其认识到化学反应和能量之间存在的联

系。再通过对反应速度和极限进行探讨，使其认识到反应速

度和可逆过程。后续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

对化学平衡的影响因素以及整体概念进行深入了解。

通过主题式教学，使学生加深对化学理论的认识，并

能将各方面的知识结合进行综合运用，不仅提高学生对化学

理论的理解水平，还可以将所学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

2.2 问题驱动化学教学内容结构化进阶

问题驱动是指以问题为基础，通过探索与协作，使问

题得以有效解决的方法。该教学策略的应用，最大限度激发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培养其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以此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 [2]。将大概念引入到化学课堂中，通过设置富

有挑战性、开放式的问题，能使学生对化学知识进行更深层

次的探索，以此实现化学知识的结构化。

以教学“物质的结构与性质”为例。教学内容设计以“物

质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为大概念核心，教师可以提

出“为何金刚石与石墨的物理性质差别这么大”“金属的电

导率与其内在组织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等科学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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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上，以金刚石、石墨为例，通过显示其结构

模型，让学生认识到它们存在的不同。再通过分组研讨、参

考文献等方法，对不同材料性能进行分析。再结合金属导电

性实验结果，对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理

论分析与讨论材料的导电性能，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并总结金

属材料内部结构和导电性能之间的联系。

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在课堂上能积极地

投入学习当中，并能在课堂上进行思维活动。通过对物质结

构的分析，使学生既加深对材料结构、性能等方面的认识，

又能提高他们的独立探索、协作学习的能力。通过对实验结

果的分析，显著提高学生对材料结构及性能的认识和运用。

2.3 项目化实践打造化学教学结构化新范式

项目式学习是以项目为中心，通过完成任务，达到教

学和学习的目的。该教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等特点，基于

大概念引导，化学教学期间，教师可以设计与生活问题相

关的项目，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他们的综合

运用能力。

以教学“化学与生活”为例，以“环保问题”为大概念，

提出高校周围水体污染调查的项目。通过实地调查及资料统

计等方式，让学生认识到学校周围水体的污染状况及成因，

进而针对性提出防治措施。项目进行时，学生以实地调查方

式，收集学校周围水域水质样品，借助简单的实验设备，对

水体中主要污染物的组成及含量进行测定。还可以结合文献

和研讨，对水体污染成因进行分析，进而给出改善对策。最

后学生用演示文稿方式进行汇报，有助于学生之间互相讨论

与评估。

项目式学习，有助于学生将所学化学理论运用到实际

问题当中，从而增强他们对所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通过项

目的执行与完成，使学生既获得科学的理论基础，又锻炼其

动手和创造意识。

2.4 思维可视化引导促进知识深度内化

以大概念为引领，开展思维可视化教学，主要借鉴概念

图或思维导图等可视化手段，可以在脑海中直接展现出抽象

的思维过程和知识结构，帮助学生对知识的脉络进行整理，

掌握不同化学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加深对这些知识的

认识和消化。

以教学“元素化合物”为例，以元素转变和利用为大

概念。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以某个基本元素（如 Fe）为中心，

绘制出思维导图；由单一铁元素，扩展到铁氧化物，再涉及

氢氧化物或铁盐等 [3]。在绘制时，要注意各种元素相互转换

情况，并给出相应的反应式。如氢氧化铁转变成氢氧化铁，

要让学生明白，这是因为其在空气中被氧氧化，从而列出公

式为 4Fe (OH)2+ O2+ 2H2O = 4Fe(OH)3。在思维导图帮助下，

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与铁元素有关的各种材料的相互转

换关系，这既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记住各种材料的特性，也能

更好地认识到材料的变化就是化学反应。

2.5 跨学科融合拓展化学学习边界

跨学科结合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从而将知识进行结

合与迁移，使得学生更好理解化学知识内容。将化学与物理、

生物等学科结合，培养他们将多学科知识应用到解决复杂问

题方面，这与大概念教学对学生的核心素质的培养相吻合 [4]。

以教学“化学反应与能量”为例，将其与物理学中的

能量守恒规律及电的有关知识相联系，将其作为大概论加以

阐述。课堂上，教师介绍原电池、电解等概念，它不仅与化

学中的氧化还原有关，而且与物理中的电相关。学生必须了

解，在原电池中，化学能是经由氧化还原过程转换成电力，

而在电解过程中，能量转换成化学能。学习基础上，将生物

学科领域内的能源代谢过程与化学结合，从微观层次上认识

化学反应中的能源转换规律。

教师可以设计“新生态友好电池”为主题，需要学生

全面地思考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的选择，物理和电学性质及

其对环境的冲击 [5]。通过查阅资料、设计方案、实验验证等

过程，尽量利用化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来挑选适合的电极材料

及电解液，利用物理学的相关理论对电池的电压、电流等参

数进行计算，并将可降解的物质用于电池的封装中，达到环

境保护的目的。通过跨学科结合，使学生能够打破专业界线，

深刻地认识到化学反应和能源转换的内在规律，从而提高他

们的创造性思考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3. 结语

综上，以大概念为主线，将其应用于高中化学教学内

容结构化设计，可以将不同知识进行集合，了解不同化学原

理与物质的性能及反应过程，从而构建更加系统化的知识体

系，显著提高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和运用，促进知识的迁移。

但是，不同策略执行中，教师需要提高对大概念理念的掌握，

提升教学设计能力，持续改善和优化教学措施，让大概念更

好与高中化学教学结合，促进学生的学科核心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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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为培养综合性化学人才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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