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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最新修订的人教版、鲁科版和苏教版高中化学必修和选择性必修教材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中的化工内容，通
过数据统计和案例比较分析高中化学教材中化工内容在建构方式上的异同，从化工内容的陈述方式、价值观念及教

学功能等方面揭示不同编写理念下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的特点，为教材编写者编写化工内容和教师实施化工内容教

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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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依据《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必修课程设置的“主题

５　 化学与社会发展”要求课程内容应结合实例认识化

学原理、化工技术对于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产业发展

的重要性［１］。 伴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高考评价方

面已体现化学与化工融合的理念，高考化学中的化工

流程题已成为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真实情境下

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载体。

虽然化工内容一直以来在国内高中化学教材中占

有一定的比例，但中学化学课程中的工业化学教学却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年间，学校化学课

程“以典型生产为导向”，“三酸”“三碱”和钢铁生产等

纯工业化学知识占据了教材，化学基础理论教学受到

削弱；１９７８ 年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

人才培养的要求，中学化学课程普遍强调学科结构的

逻辑性，化工内容仅在介绍相关化学基础理论时被提

及到。 即便如此，教材中的化工内容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

仍大约占 ３０％ ［２］。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教材内容经历多次变革，化工内容依旧是

高中化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课标颁布后，随之问世的新教材内容发生了一

些改变，不同版本高中化学教材编制中化工内容的建

构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以期为教材编写和教师教学

提供参考。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对象

化工内容是指与化学基础知识相结合的化学工

业、化学工程、化学生产技术等内容［３］，以新人教版、鲁

科版、苏教版必修和选择性必修中的化工内容部分作

为研究对象（见表 １），比较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的建构

特点。

化学教学 １４

∗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发展研究创新团队项目“依托‘Ｕ Ｇ Ｓ Ｔ Ｓ’学习共同体促进化学教师专业发展”；河南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
项目“Ｕ Ｇ Ｓ Ｔ 培训模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行动研究———以省培‘一对一’帮扶名师工作室项目为例”（项目号：２０２１ＹＢ００７２）研究
成果之一。



课改前沿 课程教材

表 １　 不同版本高中化学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版次信息

必修
《化学必修 第一册》
《化学必修 第二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版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版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版

选择性
必修

《化学选择性必修 １
化学反应原理》
《化学选择性必修 ２
物质结构与性质》
《化学选择性必修 ３
有机化学基础》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版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版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版

　 　 ２．２　 研究工具

梳理现存文献中教材对比的研究思路，参考樊艺

蕾［４］和范韦芳［５］等关于教材内容建构的分析工具，结合

化工内容和教材文本的特点，并咨询了化学教学论及化

工方面的专家，研究对有分歧的部分进行了充分讨论并

达成共识，最终确定从陈述方式、价值观念和教学功能三

个维度对教材中化工内容的建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

陈述方式是化工内容在教材中的具体表征形式，

依据教材中化工内容的表征特点，研究将其细化为关

联程度和呈现形式两个层面。 价值观念旨在揭示化工

内容价值的传递载体和导向问题，依据化工内容传递

价值观念的素材和结果，研究将其细化为价值载体和

传递导向两个层面。 教学功能则是指教材中化工内容

所承载的作用，依据化工内容所具备教学功能的类别，

研究将其细化为促进知识理解与丰富活动方式两个层

面，具体的评价指标与划分依据见表 ２。

表 ２　 教材中化工内容建构的研究工具及评价指标

评价
维度

评价指标 划分依据

陈述
方式

关联
程度

直接呈现 直接呈现化工内容

间接关联 未直接关联但隐含化工相关内容

呈现
形式

文字叙述 以纯文字的形式呈现化工内容

图文结合
以文字和图片相结合的形式呈现
化工内容

文表结合
以文字和表格相结合的形式呈现
化工内容

图文表结合
以文字、图片和表格三者相结合
的形式呈现化工内容

续　 表

评价
维度

评价指标 划分依据

价值
观念

价值
载体

历史事件
从历史事件中揭示化工的内涵与
意义

现实情境
从现实情境中理解化工的重要
意义

历史与现实结合
从历史和现实事件共同运用中体
会化工的重要意义

传递
导向

行为倾向
化工内容涉及具体生产过程中的
行为措施

意识倾向
化工内容仅涉及技术原理层面，
未给予具体行为措施

教学
功能

促进
知识
理解

导入知识
由化工内容引出相关化学核心
知识

解释知识
由化学核心知识解释化工相关
现象

拓展知识
拓展化工内容，与学科核心知识
无明显联系

丰富
活动
方式

抽象阐述
采用描述、分析和判断等方式引
导学生理解化工内容

实践活动
采用探究、调查、辩论等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关注化工内容

阐述与实践结合
抽象的文字表达和具体的实践性
活动共同使用来引导学生感受化
工内容

　 　 ２．３　 信度分析

为减少评分误差，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评分

者信度检验。 由本文的第二、三作者独自分析，本文第

一、四作者参与核查和数据处理，检验公式［６］如下：

Ｒ ＝ ｎ × Ｐ
１ ＋ ［（ｎ － １） × Ｐ］

Ｐ ＝ 不同测评员之间的相互同意度之和
ｎ

相互同意度 ＝ ２Ｍ
Ｎ１ ＋ Ｎ２

其中，Ｒ 为信度值，Ｐ 为平均相互同意度，ｎ 为测评员

个数，Ｍ 为两个测评员都完全同意的类目数，Ｎ１为第一个

测评员分析的类目数，Ｎ２为第二个测评员分析的类目数。

经计算，研究工具的相互同意度为 ０．７２，信度为

０. ８４（＞０．８０），两位研究人员对工具中各项指标的一致

性和信度都较高，本研究的分类项目达到标准。 随后

对信度检验时存在意见分歧的部分进行了讨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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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学论专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可运用此工具进

行后续研究与分析。

３　 研究过程及结果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三版高中化学教材中的化工内

容进行分析。 首先，确定各教材中契合“化工内容”界

定的文字部分，并依据语义的完整性将其划分为相对

独立的化工片段，统计三版教材中设置的化工片段总

数，人教版、鲁科版、苏教版分别有 ７９、 ８１、 ８２ 个，可见

三版教材中的化工片段总数相当。 随后，根据研究工

具所划分的三个维度、六个评价指标统计各类化工片

段的数量和占比，对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的建构特点

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过程与结果如下。

３．１　 陈述方式

３．１．１　 关联程度

化工内容在教材中的关联程度表现为直接呈现和

间接关联两种，三版教材相应内容的统计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对这一层面进行卡方检验，得到的 χ２ ＝ １．４２１，
ｐ＝ ０．４９１＞０．０５，可知三版教材在关联程度这一层面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

图 １　 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关联程度的统计结果

三版教材主要以直接呈现的方式陈述化工内容，
占比均超过 ６０％，这种方式能明确表征化工内容，有利

于学生清晰直观地理解其内涵，便于化工知识的普及。
如在“硫酸的工业生产”内容的学习中，三版教材虽选

择了类型不同、各有特色的插图（如图 ２ 所示），但均显

性化地展现工业生产硫酸的装置、流程及原理，有利于

学生理解工业生产中蕴含的化学原理，感受到化工技

术对于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建
立化学与生产的密切联系。

图 ２　 三版教材中直接呈现化工内容的相关插图

　 　 ３．１．２　 呈现形式

化工内容的呈现形式主要包括文字叙述、图文结

合、文表结合及图文表结合四种，三版教材的统计结果

如图 ３ 所示。 对这一层面进行卡方检验，得到 χ２ ＝

１１. １４２， ｐ＝ ０．０８４＞０．０５，可知三版教材在呈现形式这一

层面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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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呈现形式的统计结果

　 　 三版教材都善于通过文字叙述的方式来呈现，苏
教版最为明显；极少采用文表结合、图文表结合的形式

呈现（两种形式的占比之和低于 １０％）。 深入分析各版

教材的数据，人教版比较重视图文结合，鲁科版更倾向

于通过图文表结合的方式呈现化工内容。
化学学科的规律如果不进行深度挖掘和梳理，往

往显得零散和跳跃，而图表与文字相结合有助于学生

对知识的加工和理解，提升学习效率。 三版教材均注重

运用表格对化工内容进行梳理，必要时还会配上图片，
以清晰呈现信息。 例如，人教版在“工业合成氨”中就

以表格形式记录了实验数据（见表 ３），结合“分析增大

合成氨的反应速率与提高平衡混合物中氨的含量所应

采取的措施是否一致”的文字提示，配合线图分析不同

压强和温度下平衡混合物中氨含量的变化情况，方便

学生快速找到合成氨的最佳反应条件（见图 ４）。 然而，
各版教材结合多种形式呈现的化工内容还是偏少。

表 ３　 不同条件下，合成氨反应达到化学平衡时反应混合物中氨的含量（体积分数）

温度
／ ℃

氨的含量 ／ ％

０．１ ＭＰａ １０ＭＰａ ２０ＭＰａ ３０ＭＰａ ６０ＭＰａ １００ＭＰａ

２００ １５．３ ８１．５ ８６．４ ８９．９ ９５．４ ９８．８

３００ ２．２０ ５２．０ ６４．２ ７１．０ ８４．２ ９２．６

４００ ０．４０ ２５．１ ３８．２ ４７．０ ６５．２ ７９．８

５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６ １９．１ ２６．４ ４２．２ ５７．５

６００ ０．０５ ４．５０ ９．１０ １３．８ ２３．１ ３１．４

图 ２ １１　 ４００℃下平衡时氨的体积分数随压强的变化示意图
　

图 ２ １２　 １０ ＭＰａ 下平衡时氨的体积分数随温度的变化示意图

图 ４　 人教版教材中“工业合成氨”内容的相关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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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价值观念

３．２．１　 价值载体

化工内容传递价值观念的载体主要有历史事件、
现实情境、历史与现实结合三类，三版教材中相关内容

的统计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对这一层面进行卡方检验分

析，得到 χ２ ＝ １．２８８， ｐ＝ ０．８６３＞０．０５，可知三版教材中化

工内容的价值载体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图 ５　 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价值载体的统计结果

经统计发现，三版教材均主要借助现实情境这一

载体传递化工内容的价值观念，且各版本教材的比例

相差不大，均为 ９０％左右。 例如，印刷电路板、海水提

溴、肥皂的生产等化工素材均体现较强的时代性，有利

于引导学习者了解现代生活中的化学工业。
利用历史事件承载化工内容的价值观念，能将化

工发展过程中的原理变迁、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等渗

透到化学教材中，有助于引导教师开展化学史教育、传
递正确的价值观念，三版教材都有所提及，例如侯氏制

碱法、炼铁高炉和工业合成氨等化工内容。 此外，人教

版和苏教版还提到湿法炼铜和我国古代酿造工艺，鲁
科版和苏教版都提到硫酸工业生产的演变。 但从总数

上看，三版教材中涉及的化工历史事件较少。
３．２．２　 传递导向

化工内容传递的价值观念主要有行为倾向和意识

倾向两种结果，三版教材的统计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对这

一层面进行卡方检验，得到 χ２ ＝ ３．１４１， ｐ ＝ ０．２０８＞０. ０５，
说明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的传递导向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
统计发现，三版教材均倾向于从意识层面提高学

生的化工发展意识，而忽略从行为层面引导学生感受

化工的原理与实际应用。 例如，工业上通常采用电解

图 ６　 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传递导向的统计结果

熔融氯化钠的方法制取单质钠，教材仅展示相关的化

学方程式，未给予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生产措施，可

能会导致学生对这一化工内容的理解浅层化。

３．３　 教学功能

３．３．１　 促进知识理解

教材中利用化工内容帮助学生导入知识、解释知

识、拓展知识可以体现其促进知识理解层面的功能，三

版教材相关内容的统计结果如图 ７ 所示。 对这一层面

进行卡方检验，得到 χ２ ＝ ８．６０９， ｐ ＝ ０．０７２＞０．０５，说明三

版教材在促进知识理解这一层面也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

图 ７　 三版教材化工内容“促进知识理解”功能的统计结果

三版教材均注重利用化工内容促进知识理解，且

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导入知识、解释知识和拓展知识。

用化工知识来导入或解释与生产、能源、环境等相关问

题是三版教材最主要的编写形式，占比均超过 ８０％，但

具体形式略有不同。 例如，在介绍“海水提溴”案例时，

人教版先以“思考与讨论”的形式呈现，运用了概念讲

解、问题思考和模型分析的形式，然后借助“信息搜索”

这一栏目提供了更多关于海水资源综合利用途径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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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鲁科版教材则以微项目的形式开展“海水提溴”探
究活动，即先设计从苦卤中提取溴单质的实验方案，然
后讨论比较不同提取方法的异同，最后进行项目成果

的展示。 苏教版没有借助任何栏目和模型，直接导入

并简洁介绍海水提溴的工艺和产品应用。
此外，三版教材正文中与化工内容相关的拓展性

知识或拓展性栏目有所不足，如果在这一方面能有所

改进，可以更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３．３．２　 丰富活动形式

教材通过抽象阐述、实践活动、阐述与实践结合的

方式承载化工内容，来体现化工内容丰富活动形式层

面的功能，三版教材的统计结果如图 ８ 所示。 对其进行

卡方检验分析可知，χ２ ＝ ３．９２４， ｐ ＝ ０．４１６＞０．０５，说明三

版教材利用化工内容丰富活动形式层面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即三版教材中化工内容多为抽象阐述（８９．９％ ～
９３．９０％），而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偏少。

图 ８　 三版教材化工内容“丰富活动形式”功能的统计结果

教材中采用实践活动承载化工内容，有利于教师

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避免枯燥无味地讲解化工

流程、概念、原理等，充分发挥化工内容所蕴含的教学

功能，且与旧教材相比，实践探究活动已有所增加，如
人教版以“传统酿醋食醋和食用乙酸在生产工艺和成

分上的异同”为话题设计了查阅资料活动，鲁科版安排

了“探讨如何利用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甲醇”的
微项目活动，苏教版则设置了“以乙烯为原料合成乙酸

乙酯”的交流讨论活动。 但总体来看，实践活动的占比

依然较低。

４　 研究启示

在对比分析三版高中化学教材中化工内容的建构

特点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化工内容呈现以文字叙述

为主、素材单一、实践探究活动偏少等，故从化工内容

建构的三个维度对教材编写者和教材使用者提出以下

建议：

４．１　 丰富化工内容呈现形式，显性化表征化工

内容

高中课程改革和高考内容改革均强调问题情境的

复杂性和新颖性，新教材也注重提高学生应用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７］ 。 真实的化工议题可能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环境、安全等诸多领域，情境复杂、信
息繁多，其解决过程往往需要我们对解决问题的各要

素进行整体考察和设计以及对单要素的多方面进行

考察、选择和协调的控制。 化工生产情境往往来源于

化学工业应用和化学工艺等，可借助化工生产案例来

创设［８］ 。 因此，化工生产的素材适用于创设真实问题

情境以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具体应

用时：先梳理化工素材，然后观照教学内容和教学目

标增补、完善化工素材，接着定位素材类型，确定培育

目 标， 最 后 系 统 设 计、 合 理 布 局， 用 好 化 工 素 材

资源［９］。
但由于教材中化工内容的呈现形式大多局限于文

字叙述，教师可尝试在教学中展示模型，如在冶铝、合
成氨、高炉炼铁和接触法制硫酸等教学过程中可允许

学生观察纵向与横向截面模型，以获得对工艺过程的

全面认识［１０］。 此外，教师还可以运用动态虚拟仿真技

术创建直观、动态的生产工艺流程，以加深学生对化工

生产原理的理解，优化化工知识的教学，加强理论与实

践的联系。

４．２　 重视化工内容素材选取，发挥化工内容正

面价值

４．２．１　 注重借鉴化工内容发展史素材

三版教材对化工发展史的关注不够。 像合成氨工

业、侯氏制碱法、高炉炼铁、铝的冶炼、硫酸工业等的化

工发展史，都与新课标提供的情境素材密切相关，在教

材编写或教学中进行介绍，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化学学

科特性的认识和理解。 相对于简单的叙述，教材中融

入化工发展史能展现化工发展过程中的原理变迁、技
术革新和科技成果等［１１］，可为教师开展基于化工史料

的化学史教学提供参考，有利于学生跟随科学家的脚

步，厘清化工发展的脉络，探寻与之相关化学知识的本

源，加深化学学科理解，提升化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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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积极引入生活化和前沿化工内容素材

提及化工，人们脑海涌现的可能是掠夺、污染、毒
害和爆炸等负面影响，这不利于向学生传递正面的价

值观念。 因此，教师应了解我国化工发展的战略构

想，全面掌握教材中的化工内容及其现实价值，引导

学生感受化学在解决化工问题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意义，促使学生形成对化工行业和化工事件的理

性认识，提高学生参与讨论化工相关问题并予以决策

的意识。
目前，三版高中化学教材多以化学的视角选取化

工内容素材，简单描述其生产过程，这不利于激发学生

兴趣，使学生参与其中。 因此，教材应多从公民的视角

出发挖掘化工素材，如选择“咖啡的制取———一种工业

分离过程”“从油菜到生物柴油”等充满生活趣味的素

材，使化工内容更加生态化，更容易被学生接受［１２］。
此外，面对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的提出，化工产业的发展备受关注，教材中化工内

容的素材选取应关注绿色化工、化工安全和化工新材

料等方面。 这些素材有利于学生感受时代的发展，感
知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助于他们未来肩负

起时代发展主力军的职责。

４．３　 创新化工内容实践活动，落实化工内容教

学功能

与旧版教材相比，人教版和鲁科版的实践探究活

动的设计有所增加，但三版教材中关于化工内容的实

践性活动数依旧偏少，形式也主要局限为讨论和调查。
教材可尝试增加自主设计类的实践活动，即让学生借

助所学知识，自行制造化工小产品，如制造饮料、自制

镜子、配制医药碘酒等。 教师则可引导学生自行设计

化验、鉴别化学成分的方案，并组织学生成立课外科研

小组，研究配制万能胶、食品添加剂和水果保鲜剂等项

目，这都有利于学生学习、巩固并运用化工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进而发展化工素养。 此外，像合成氨的教学

中，反应条件的选择就比较困难，为了让学生掌握这方

面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可带学生参观工厂并请技术人

员指导［１３］。

我国高中化学教材中的化工内容历来都占有相当

的比例，但化工内容的教学效果多年来仍不尽人意，新
版教材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们仍需要正确认识

教材中化工内容的地位和作用。 在化学与化工重新交

叉和融合的大背景下，我们应不断完善教材中的化工

内容，引领学生理性对待、正确认识和参与化工相关问

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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