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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与沪科版高中必修金属化合物知识探讨

夏斌斌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  201203

摘　要： 本文聚焦于人教版与沪科版高中化学必修教材中元素化合物知识板块，通过系统对比两版教材在内容编排的体系

性、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实验设计的创新性以及知识深度与广度的把握等方面的差异，深入剖析了二者在编写理念、教学

重点及学生能力培养上的独特侧重点。通过具体分析典型主族金属元素化合物（钠）知识在两版教材中的异同，揭示了教

材编写背后的教育理念与教学目标，以期促进化学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更好地助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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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1,4]（以下简称“课程标准”）的规范与引领下，高中化学

必修阶段被确立为学生构建化学基础知识体系、内化化学基

本观念以及锤炼化学实验技能的重要时期。在化学学科体系

中，元素化合物知识占据着举足轻重且不可替代的核心地

位，是构建化学学科完整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撑。它涵盖了各

类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规律以及制备

方法等多方面内容，为理解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提供了丰富

的实例与实证。通过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学生能够将抽象

的化学理论与具体的物质变化相联系，从而建立起系统、全

面的化学知识网络，为后续深入学习化学学科其他领域奠定

坚实基础。

人教版与沪科版 [2,3] 作为国内高中化学教育领域内广

受认可与应用的两大教材版本，在元素化合物知识的编排架

构与呈现手法上各具匠心，体现了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教学侧

重点。本文将从内容编排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呈现方式的多

样性与启发性、实验设计的创新实践性，以及知识深度与广

度等多个维度，对两版教材必修阶段典型主族金属元素化合

物（钠）知识的差异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以期为教育工作

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助力学生构建更完善、深入的化学知

识体系。

2 化学必修教材比较分析

2.1 内容编排

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将钠及其化合物的知识编排于必

修一第二章《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在内容呈现

上，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对钠的物理性质

进行直观描述，如钠的银白色金属光泽、质地柔软等特性，

为学生初步认识钠元素奠定基础。随后，着重阐述钠的化学

性质，尤其对钠与水的反应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通过实

验现象的描述（浮、熔、游、响、红）以及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深入剖析该反应的本质，使学生深刻理解钠的活泼性。在钠

的氧化物知识讲解方面，教材采用实验探究的方式，引导学

生通过观察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自主

探究钠的氧化物的性质。这种基于实验探究的教学模式，不

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还能加

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此基础上，教材进一步拓展

至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及用途。通过对比实验、资料卡

片等多种形式，详细介绍二者在溶解性、热稳定性、与酸反

应等方面的差异，并列举其在工业生产（侯氏制碱法）、日

常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应用，使学生认识到化学知识与实际生

活的紧密联系。

从编排逻辑来看，人教版教材充分体现了知识系统性

与逻辑性的特点。以钠这一典型金属元素为切入点（图 1），

通过对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以及化合物性质的详细讲解，

引导学生逐步掌握金属元素的一般性质。这种编排方式有助

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构建起清晰、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

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为学生后续学习其他元

素及相关化合物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育探讨７卷 7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63    

图 1 人教版与沪科版钠及其化合物内容编排结构差异

沪科版高中化学教材同样将钠及其化合物作为重要教

学内容，但在编排上更加重知识与实际生活的深度融合。教

材首先在必修一第四章中结合元素周期律，通过设计钠与

水、镁与水等对比实验，让学生观察现象、记录数据、分析

结果，深刻理解钠的活泼性。之后在必修二第五章中，鼓励

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探究钠的氧化物的性质，如过氧化钠与

水、二氧化碳的反应，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与实践操作

能力。在介绍氯化钠时，不仅阐述其在食品调味、腌制中的

应用，还提及医疗消毒、工业生产等领域的作用，使学生认

识到钠的化合物作为重要化工原料的价值，增强对化学知识

的认同感。讲解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时，设置“资料库”“拓

展视野”“化学史话”等栏目，提供钠及其化合物的拓展知

识，讲述侯氏制碱法发明历程，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科学

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后续学习其他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奠定

基础，实现知识的螺旋式上升。

2.2 呈现方式

2.2.1 文字表述与图标结合

人教版与沪科版教材在介绍钠及其化合物时均遵循“钠

的性质 - 钠的化合物 - 应用与实验”的递进逻辑展开。先

阐述钠单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再详论其氧化物、氢氧化物、

盐类等化合物的性质与用途，并穿插实验探究以加深理解。

人教版教材注重知识点的连贯性与系统性，借助过渡性文字

构建知识框架；沪科版语言风格朴实，知识点覆盖全面，既

涵盖基础概念与性质，又融入应用实例与拓展知识。

两版教材均运用大量图标辅助教学（图 2），功能导向

明确，助力学生理解教材内容。人教版图标设计注重直观性，

以简洁图形符号表达概念，视觉风格统一且降低认知难度；

沪科版图标色彩丰富活泼，如“想一想”图标采用蓝与三角

形组合、“拓展视野”图标运用橙与地球图案，风格灵动。

在图标类型与侧重点上，人教版图标类型丰富，侧重学习具

体环节，注重知识拓展与维度多样性。沪科版则通过“想一

想”、“书写表达”等特色图标，引导学生逐步分析。组合

排版方面，沪科版图标分散独立，风格突出；人教版图标紧

凑形成模块，更具整体性与系统性。

图 2 人教版 ( 上）与沪科版（下）教材图标

2.2.2 栏目设置与功能定位

人教版与沪科版教材在栏目设置及功能定位上呈现出

一定的共性（图 2）。在基础学习层面，两版教材均设置了

用以启发思考的栏目，如沪科版设有“想一想”栏目，人教

版则通过相关引导性内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在拓展类栏目

方面，沪科版有“拓展视野”，人教版有“科学史话”等，

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其知识储备。在实验探究环节，

沪科版设置了对应的实验引导内容，人教版则专门设有“实

验探究”栏目，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资料相

关栏目中，沪科版有“资料库”，人教版有“资料卡片”，

为学生提供额外的知识补充。此外，两版教材都注重引导

学生进行思考与讨论，助力学生系统构建知识体系，提升

科学素养。

2.3 实验指导与探究

在钠及其化合物的实验指导与探究方面，人教版教材强

调实验的规范性和系统性，而沪科版教材则更注重培养学生

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人教版教材在实验指导上详尽

周全，不仅涵盖了实验目的、原理、步骤，还细致描述了预

期的实验现象及结论，为学生提供了清晰的实验框架。此外，

通过“思考与讨论”栏目，引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深度剖

析，有效促进了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发展。沪科版教材在实

验指导上同样细致入微，但更侧重于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精

神。在钠及其化合物的相关实验中，沪科版往往仅明确实验

目的与基础步骤，而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探索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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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例如，在涉及钠的化合物性质的实验中，沪科版

鼓励学生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来验证氢氧化铝的两性等性质，

这种设计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极大地激发了他们

的创新思维。

2.4 知识深度与广度

2.4.1 知识深度

两版教材在钠及其化合物的基础知识讲解上均达到了

一定深度，包括钠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钠的氧化物（氧

化钠、过氧化钠）、氢氧化物（氢氧化钠）及盐类（碳酸钠、

碳酸氢钠）的性质与用途。同时，均通过实验探究的方式加

深学生对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理解，如钠与水反应、钠与氧

气反应、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热稳定性对比等实验。

人教版教材在理论阐述上更为深入，注重对钠及其化

合物反应原理的详细解释，如钠与水反应的电子转移过程、

过氧化钠的强氧化性来源等。而沪科版教材则更侧重于通过

实验现象引导学生自主思考，鼓励学生通过设计实验、观察

现象来探究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如利用氢氧化钠的强碱性

来探究氢氧化铝的两性时，通过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来

加深理解。

2.4.2 知识广度

两版教材在钠及其化合物的知识覆盖面上均较为广泛，

不仅涵盖了钠的基本性质，还扩展到了钠的化合物在日常生

活、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如碳酸钠在玻璃、造纸、纺织等行

业的应用，通过“科学史话”栏目介绍了侯德榜与侯氏制碱

法，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沪科版教材在知识广度上更为丰富，尤其是在拓展视

野和资料库部分，提供了更多关于钠及其化合物的前沿知识

和实际应用案例，如过氧化钠作为潜水艇供氧剂的应用、氧

化铝的两性性质等。此外，沪科版还通过“资料库”等栏目，

介绍了侯氏制碱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拓宽了学生的知

识视野。而人教版教材虽然也涵盖了这些知识点，但在深度

和广度上可能相对集中于基础知识和核心概念，更注重知识

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3 教学价值探讨

3.1 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系统构建

人教版教材在钠及其化合物的内容编排上，注重知识点

的连贯性与系统性，通过详尽的实验指导和理论阐述，帮助

学生逐步构建起从钠单质到其化合物，再到实际应用的知识

框架。例如，在钠与水的反应实验中，人教版不仅详细描述

了实验步骤和预期现象，还深入解释了反应原理，使学生能

够从微观层面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从而加深对钠的化学性

质的认识。这种系统化的知识呈现方式，有助于学生在脑海

中形成清晰的知识脉络，为后续学习其他元素及其化合物知

识奠定坚实的基础。沪科版教材则通过丰富多样的实验设计

和生活实例，将钠及其化合物的知识融入实际情境中，使学

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在介绍过

氧化钠的用途时，沪科版教材提到了其作为潜水艇供氧剂的

应用，这一实例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还激发了他们

探索化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热情。通过这种方式，沪

科版教材促进了学生知识体系的螺旋式上升，使学生在掌握

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化学知识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3.2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两版教材在实验指导与探究方面各有特色，但都高度

重视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人教版教材通过“思考与讨

论”栏目，引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深入分析，鼓励他们提

出假设、设计实验方案，并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这种

探究式学习方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培养

了他们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沪科版教材则更加注重学生

的自主探究和发现。在实验设计中，沪科版往往只给出实验

目的和基本步骤，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探索最佳实

验条件。例如，在探究氢氧化铝的两性时，沪科版教材让学

生自主设计实验，通过调整实验条件来观察氢氧化铝与酸、

碱的反应情况，从而得出结论。这种设计不仅激发了学生的

探究兴趣，还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3 增强学生的应用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两版教材在钠及其化合物的内容编排上，都注重将化

学知识与实际生活、工业生产相结合，使学生认识到化学知

识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人教版教材通过介绍碳酸钠在玻璃、

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应用，以及侯氏制碱法的发明历程，使

学生了解到化学知识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这种教学内容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应用意识，还激发了

他们学习化学、服务社会的热情。沪科版教材则通过“资料

库”、“拓展视野”等栏目，提供了更多关于钠及其化合物

的前沿知识和实际应用案例。例如，在介绍过氧化钠作为潜

水艇供氧剂的应用时，沪科版教材不仅解释了其工作原理，

还讨论了这一技术在保障潜水员生命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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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内容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还增强了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意识到化学知识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

人类生活方面的巨大潜力。

综上所述，人教版与沪科版教材在钠及其化合物的知

识上各有千秋，但都致力于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系统构建、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及增强学生的应用意识与社会

责任感。这些教学价值的实现，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还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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