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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德育素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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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教版高中化学五册新教材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德育素材类目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环境保护

教育、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教育、团结合作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食品安全教育。其中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教育占

幅最多，体现化学学科科学性、实践性、探究性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上述德育素材在教材中的内容结构及呈现方式，得

出不同教材、不同栏目对德育素材的渗透有所侧重。并针对静态的教材德育素材向动态的德育教学转化提出3条教学

建议：充分重视教材栏目蕴含的学科德育功能；深入挖掘教材德育素材承载的化学学科价值；利用和开发德育素材夯实

德育渗透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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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坚持五育并举，德育

为首［1］。即学校要健全德育管理体系，将德育贯穿于

教学工作的全过程，为实现2035年教育现代化的奋斗

目标夯实基础。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

引领驱动，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普通高中化学课

程［2］是与义务教育化学或科学课程相衔接的基础教育

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弘扬

科学精神、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化学课程

对于科学文化的传承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3］。笔者阅读德育教育的相关文献，了解

到我国的高中德育教育已不断完善，但主要是通过政

治课、教育讲座、教育论坛形式开展，在学科德育教育

方面仍有所欠缺［3］。分析德育在高中化学教学的渗透

中发现：高中化学教材中的优秀德育素材得不到充分

的开发利用，化学课上教师很容易忽略德育教育，“重

智育而轻德育”的现象在课堂上比比皆是。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教师思想意识上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没

有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可利用的德育素材［4］。

当下，德育教育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渗透现状离

国家教育理念有一定差距，教师在讲解教材内容时，教

学目标主要定位于浅层的认知水平，而较少涉及更深

层次的价值观教育，在目标设计中，往往忽视发展学生

的核心素养。因此，本文以人教版高中化学五册新教

材为研究对象，即2019年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普通高中化学教科书，分为必修和选择性

必修教材，包括必修第一册、必修第二册、选择性必修

1、2和3。分析其中的德育素材类目与呈现方式，并提

出相关教学建议，以期有效促进化学教师落实立德树

人的教育理念，为化学课堂开展德育教育提供参考。

一、教材中德育素材类目分析及渗透情况

1. 教材中德育素材类目分析

不同专家学者对于德育的分类有所不同，仅仅从

政治层面对化学德育素材进行分类是不恰当的，化学

德育素材应更贴近化学学科的科学特征［5］。为了更系

统全面地分析教材中德育素材的类目，笔者将教材分

为正文和栏目系统，正文系统由章、节、目组成，有 20
章、60节、157目。五册书共有501个栏目。通过对教

材内容渗透的德育素材进行类目整合，得出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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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态度及

科学精神教育、团结合作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

食品安全教育7种，如表1所示。

表1 德育素材类目及含义

类目

爱国主义
教育

国情教育

环境保护
教育

科学态度
及科学精
神教育

团结合作
教育

辩证唯物
主义教育

食品安全
教育

含义

对祖国、党、人民的热爱；树立他们为建设祖国而
钻研科学技术的精神等

感受祖国美景，学习祖国特产的地区分布和丰富
的各种资源，了解祖国各方面之基本概况、事实及
问题

使学生认识环境，了解环境问题，获得治理环境污
染和防止新环境问题产生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学
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科学的自然观，树立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

包含科学研究的内容以及科学价值观、科学态度、
科学探究意识、创新意识的培养

让每位成员都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完成
学习任务

懂得物质世界是发展变化和普遍联系的，对立统
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
规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学习食物的特征、营养价值与禁忌，引导学生树立
科学健康的饮食卫生习惯

统筹教材中不同类目的德育素材，可归纳为以下

具体内容（见表 2）。各素材内容形成合力，承载着培

养学生素养的功能，充分体现教材编写的育人要求和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导向［6］。

表2 德育素材内容结构

德育素材

爱国主义
教育

国情教育

环境保护
教育

科学态度
及科学精
神教育

团结合作
教育

辩证唯物
主义教育

食品安全
教育

素材内容

我国的资源优势及古人智慧结晶；我国当代科技
自立自强；我国科学家生平事迹

祖国特产和资源；祖国概况及事实；祖国化学领域
的发展变革及突出成就

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问题和化石燃料所面临的日
渐枯竭的问题；与化学相关的职业介绍

化学实验与实践探究；先进化学仪器的应用与科
学方法的培养

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科学家合作探究的事例

物质中所体现的物质观和运动观及其对立统一规
律和量变到质变规律；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食品的结构及用途；食品安全存在的隐患

2. 德育素材类目在教材中的渗透情况

为了直观展示7个类目的德育素材在教材中的总

体渗透情况，笔者绘制了德育素材各类目频次和比例

表（见表3）。
表3 德育素材各类目频次和比例

类目

爱国主义教育

国情教育

环境保护教育

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教育

团结合作教育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食品安全教育

总计

频次

29
47
64
195
70
78
75
558

所占比例

5.20%

8.42%

11.47%

34.95%

12.54%

13..98%

13.44%

100%

由此得出，人教版高中化学 5册新教材德育素材

共出现558频次，频次最多的是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

教育，共有 195处（占 34.95%），体现了化学学科科学

性、实践性、探究性的特点；其次是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和食品安全教育（共占27.42%），从中看出化学学科正

以思维观念和生活实践为导向对学生进行教育；频次

最少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共有29处，占比5.20%。

另外，教材中渗透德育素材的正文和栏目共有

325目，而统计的德育素材频次共 558次（大于 325），

说明某些正文或栏目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德育素

材类目，从中体现了新教材对德育的重视。

为了使教师明确教材中德育素材的分布情况，现

对7个类目德育素材在各册教材中的渗透情况进行具

体分析（见表4）。
表4 德育素材7个类目在各册教材中的渗透情况

类目

爱国主义教育

国情教育

环境保护教育

科学态度及科
学精神教育

团结合作教育

辩证唯物主义
教育

食品安全教育

总计

必修
第一册

9
7
6
54
16
18
9

119

必修
第二册

7
15
27
46
17
15
19
146

选择性
必修1

2
3
8
32
9
12
3
69

选择性
必修2

0
2
0
18
7
8
1
36

选择性
必修3

5
12
11
43
10
2
25
108

总
计

23
39
52
193
59
55
57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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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知，总体上呈现必修教材的德育渗透量

远高于选择性必修教材（除选择性必修 3渗透总量

为 108 以外），说明必修教材承载着重要的育人功

能。且爱国主义教育、环境保护教育在选择性必修

二中没有渗透，除此之外各类目德育素材在每册教

材都有渗透，其中，“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教育”渗透

数量居各教材之首，更加证实了化学学科蕴含的科

学价值。

二、教材中德育素材呈现方式分析

研究不同德育素材的具体呈现方式，可以更好地

分析教材，清楚教材的编排特色，理解教材中德育素

材的布局特点，从而使一线教师充分发挥教材中的德

育功能。德育素材在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的正文系

统和栏目系统共渗透456目，约占两大系统目总数的

69.30%。因此，德育素材在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的渗

透比例较高。

1. 德育素材以正文方式呈现的统计分析

教材正文系统中含有德育素材的目数量及比例

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含德育素材的目数量及比例

教材

含德育素材
的目数量

总量
所占比例

必修
第一册

18
28

64.29%

必修
第二册

22
35

62.86%

选择性
必修1

7
30

23.33%

选择性
必修2

4
27

14.81%

选择性
必修3

12
37

32.43%

总计

63
157

40.13%

从表 5可知，教材正文系统中渗透德育素材的共

有63目，占正文系统目总量的40.13%。总体而言，正

文系统中德育素材的渗透主要以必修教材为主，均高

于50%。选择性必修教材的德育渗透以选择性必修3
为主（占32.43%），究其原因是有机化学基础与人类社

会生活息息相关。

2. 德育素材以栏目方式呈现的统计分析

栏目是教材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教版高中

化学教材共设置 14个栏目，笔者结合德育素材类目

及栏目自身内容特点将其分为“活动类栏目”“STSE
栏目”“学习辅助类栏目”“习题与总结类栏目”。教

材 14个栏目含德育素材的类目及比例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横坐标表示各德育素材类目的渗透比例，纵

坐标表示德育素材所在的不同栏目。从图1可知，活

动类栏目“实验活动”等（如：用化学沉淀法去除粗盐

中的杂质离子、了解车用能源等）着重于通过动手实

验、调查实践、交流讨论等将思维活动与实践活动相

结合，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教育和团结合

图1 高中化学教材中栏目含德育素材的类目及比例情况

习题与总结类栏目

学习辅助类栏目

STSE栏目

活动类栏目

复习与提高

整理与提升

练习与应用

信息搜索

资料卡片

方法导引

化学与职业

科学·技术·社会

科学史话

研究与实践

思考与讨论

实验活动

探究

实验

爱国主义教育

国情教育

环境保护教育

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教育

团结合作教育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食品安全教育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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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育，且强调通过探究过程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知情意行的整合。STSE
栏目“科学·技术·社会”等强调教学与科学、技术、社

会、环境相结合，包含科学知识（如：神奇的催化剂、炼

铁高炉尾气之谜等）、古今科技成就（如：发展中的燃

料电池、我国歼击机的隐形涂料等）、生产生活实际

（如：氟化物预防龋齿的化学原理、电池研发人员等）、

社会能源环境（如：历史上第一个化学电源、臭氧层的

保护等），涉及的德育素材类目相对广泛，有科学态度

及科学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等，发挥着

较全面的德育功能。

另外，学习辅助类栏目“资料卡片”等通过对环境

问题（如：尾气处理装置、温室效应等）和能源问题

（如：查阅煤和石油产品的燃烧排放物对环境的影响、

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等）、祖国特产和资源（如：我

国酿酒和制醋技术、味精）、祖国概况及事实（2015年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构成、搜索近10年我国能源消费

总量等）、祖国化学领域的发展变革及突出成就（如：

侯德榜和侯氏制碱法、我国南海可燃冰开采成功等）

的介绍，提供了大量的国情教育素材，同时，“信息搜

索”“资料卡片”中还蕴含丰富的食品安全教育素材

（如：人体中的铁元素、食品安全事件等），旨在让学生

结合生活实际学会对资料的运用、整理与思考，感悟

化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最后，习题与总结类栏目“复习与提高”等，德育

素材主要集中在必修一“金属及其化合物”相关内容

中（如：金属材料的发展、钠和钙在食品中的作用等），

有利于学生博览古今，通晓食品的结构与用途。但在

其他学习内容上，主要呈现出脱离情境与背景，而关

注于纯知识性提问的现状，涉及的德育素材类目相对

单一且数目较少。在相关栏目的内容编排上，可以增

加化学史情境、生活情境、科技前沿背景的融入，从而

优化德育素材各类目的分配及比例。

三、教学建议

化学学科知识只是培养学生化学学科素养的载

体，为学生提供观察世界的角度。一节优质课，教学

内容不能只是知识本身，也不应局限在教材已有框架

中，必须要有一个高于学科知识本身的“顶层设计”。

在化学教学中，有效利用教材中的德育素材，可以帮

助学生感受化学学科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等，培养

学生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那么，如何从静态的教材

德育素材向动态的德育教学转化呢？现对人教版高

中化学教材德育素材的利用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1. 充分重视教材栏目蕴含的学科德育功能

栏目对正文知识进行补充和升华，栏目系统占教

材目总量的半数以上，且半数以上的栏目蕴含德育素

材，所以一线教师要避免重正文轻栏目，要充分重视

栏目在发挥化学学科德育功能中的重要作用。

1.1 以史教学，以情促教

教材“科学史话”等栏目介绍了我国众多伟大的

科学家及其科研成果，在学习相关内容时，教师要注重

化学史的融入，以史教学。例如，在学习碳酸钠和碳酸

氢钠时，可以通过侯德榜进行引课，带领学生重温侯氏

制碱法，并介绍其对我国和世界纯碱工业的突出贡

献。亦或结合科学家事迹编排化学史短剧，探究科学

发现的艰辛历程等，教师要引导学生汲取榜样力量，让

学生了解伟大的科研成果不是一个人的成绩，是众多

潜心钻研的科学家共同的智慧结晶，科学的发现不是

一蹴而就的，可能会经历几代人不断地质疑与实践方

可探索出科学真谛。既而寓情于教，以情促教。

1.2 巧用情境，身临其境

教材“化学与职业”栏目中，主要介绍了化学科研

工作者、环境保护工程师等，很多一线教师往往忽略

此内容的讲解，其实通过相关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做

小小“科学家”，教师带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

进行化学职业规划，都能较好地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

及科学精神教育。例如，在学习化学沉淀法时，创设

“污水治理”的生活情景，让学生化身“环境保护工程

师”，通过实践探究寻找污水治理的最佳方法，培养学

生科学态度与环保意识。

1.3 博古通今，按图索骥

教材“复习与提高”等栏目，列举了我国众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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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及古人智慧结晶。例如，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黑

火药；古代书籍中记录的火法炼锌、湿法冶金等内

容。教师可结合化学知识对我国在资源和文化储备

上的优势进行介绍，使学生热爱祖国山河、了解民族

历史、增强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从而进行国情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2. 深入挖掘教材德育素材承载的化学学科价值

所有德育素材都承载着一定的化学学科价值，以

及学科价值背后所蕴含的学科核心素养。教材中论

述了众多中国古今科技成就及科学家生平事迹，充分

展现了我国当代科技的自立自强。

2.1 引经据典，感悟价值

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可以结合教材中社会经济、

人类科学、生产生活的发展历程，引导学生认识化学

学科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形成价值认同。同时，

引用我国科学家生平事迹和科学探究经典事例，促进

学生体悟科学家为国家科研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培

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例如，在学习有机高分子材料

时，教材中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呈现了我国在军事

及航天等凸显国际地位方面重要的科技成果，包括我

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神州”航天服、歼击机的隐

形涂料、我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并成为参与该项

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等。教师需要机智地整合教

材中的德育素材，旁征博引，讲好我国化学事业的发

展和化学家坚韧毅力、爱国敬业的故事。

2.2 着眼前沿，开拓视野

教师在实际进行教学时，不要只教性质而轻用

途，应适时地对课本知识进行拓展，增加化学学科前

沿知识，如：燃料电池的前世今生、如何科学利用大

豆资源、火箭发射的化学原理等，开阔学生视野。中

国科技领域的卓越成果和国防实力所展现的化学学

科价值对学生化学知识的学习会起到反哺作用，能

够帮助学生树立以实现祖国繁荣富强为价值目标和

人生追求的观念，从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科学探

究与创新意识”。

2.3 剖析问题，绿色化学

教材中介绍了臭氧层被破坏、全球变暖、空气污

染、土壤破坏、酸雨等全球性及区域性环境问题和我

国海水等自然资源以及天然气、石油、沼气等化石燃

料所面临的日渐枯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必修第

二册、选择性必修1、2中，教材通过图片、文字生动形

象地介绍了温室效应、酸雨与防治、新型绿色消毒

剂；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等。教师要多挖掘与环

境或资源问题相关的情景素材［7］，让学生认识到大

气、水、土壤、化学资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感悟

到环境保护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绿色化学

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使学生增强节约资源

意识，利用科学技能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任，培养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3. 利用和开发德育素材夯实德育渗透载体

教学时，应结合教学的整体设计理念，在学科知

识传授中“润物无声”地渗透德育教育，而不要生搬硬

套。除了教材中通过文本、图片内容所渗透的德育素

材，教师应积极开发和利用多种德育素材，适当地运

用多媒体设备并结合化学知识设置与德育教育相关

的探究活动、课后作业、实践活动等对教材的德育素

材进行拓展、延伸和再升级，将德育教育落实到生活

中，让学生做到知行统一，从而有效地在化学教学中

渗透德育教育。

3.1 利用素材，鼓励创新

教材中提供了大量的实验与探究活动，例如，过

氧化钠与水的反应、喷泉实验等，教师应尽可能多地

增加化学实验教学，善于运用“滴水生火”“空瓶生烟”

等小魔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鼓励学生创新实

验，让学生在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感官认

识，锻炼学生的化学学科思维，感受化学学科价值，培

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3.2 与时俱进，建构观念

注重先进化学仪器的应用与科学方法的培养。

例如，学习次氯酸时，带领学生做次氯酸光照分解产

物的数字化实验，培养学生图像分析能力；学习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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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物质的结构等内容时利用化学 3D模型软件实

现对微观过程的观察，将宏观现象与微观过程有机

结合，避免用静止的眼光看世界，逐步培养学生全局

意识；在学习气体摩尔体积时帮助学生形成控制变

量的思维；在学习物质的组成时，教会学生定性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并充分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

化学学习的指导作用，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世界观

和方法论。

3.3 开发素材，增强体验

教学中要拒绝做“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

子”。生活情境教学和探究式教学，会发挥比说教更

大的德育价值［8］，要避免宣传式、口号式生搬硬套，强

行灌输价值观念，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显性德

育素材，开发隐性德育素材，并将其融会贯通形成整

体的教学设计，打破化学知识与生活间的壁垒。例

如，我国唐朝孤刚子制硫酸，酒文化，我国古代制盐、

制糖、染色、油漆、制革等工艺，都与化学息息相关。

也可以设计如：“探秘膨松剂”“识醋知源”“探究84消
毒液的化学性质”“简易制氧机”“研究车用燃料及安

全气囊”等探究式教学或项目式教学，让学生在交流

与合作中探寻化学知识与完成学习任务，有利于培

养学生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和科学探究精

神，将德育教育“行云流水”般贯穿于化学课堂中。

亦或是设置“塑料回收行动”等实践活动，让学生搜

集“白色污染”资料，记录身边塑料制品的使用及回

收情况，并对数据加以整理与分析，意识到保护环境

的重要性。

同时，注重教学评价的运用，关注学生的课堂行

为表现，对学生的辩证思想、合作意识、创新精神给予

肯定，对学生积极解决生活、社会问题给予表扬，把德

育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实现化学学科的“立

德树人”，要有意识地将德育素材与化学教学完美融

合，采取多元方式，增强学生的活动体验，才能真正实

现课程育人的目标。

通过对教材德育素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更加充

分地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将化学与生活、社会

紧密联系，使学生感受到化学学科价值，将知识获得

转向问题解决，实现知识的进阶与道德感的培养。让

学生更多的在发现学习中自己感悟化学学科的育人

价值，使知识“落地生花”，实现德育教育的艺术化，也

使化学课堂更具活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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