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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重构 ，就是教师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对所使用

的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顺序调整 、拓展延伸 ，更为灵

活 、创造性地运用教材优化教学 ，在教学 中充分体现

教师对敎材的独到理解 ，整合各种教孝资源创设教攀

情境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彰显教

学
＇

的个性化 。 由于不同李校学龜的識次不同 ，对壤生
＇

的要求也不同 ， 即使同
一学校不同班级的学生馬次也

有较大的差距Ｂ 因此 ，教材的重构要充分考虑拳生 的

实际情况 ，不能盲 ＩＩ乱构 ，否厕将会适
＇

得其反 。 根摒

学生层歡恰当地重构教材 ，更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化学

学习兴趣 ，更有利于教师 因材施教 ，更有利于学生 的

个性特长发展 ，
更好地促迸学坐的知识系统化 （ 如 Ｗ

１ 所示 ） 〇

图 １ 教積重构

教材是我们敦学肋依据 ，但我们不
一定要完全按

照教材的顺序进拧教學。 重构教材并不是不尊重教

材 ，而是根据实际憒况 （ 敦师 自 身特点 和学生现状 ）

对敎材知识展现的顺序迸行调整或适当增减 内容 ，弟

学生一种新穎感 ，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瑋 现行课本的

编写考虑了学习的弱势群体 ，考虑了 后进生的知识接

受能力 。 因此 ，
对于学生层次较高沥学校 ， 教 重构

教材实行太单元教学可以避免筒单重复 ，吏好地发挥

学生的团 队精神 ， 更好地挖掘学生潜力 ， 促进学生涑

度思考 《

由于一个学校是一个整体 ，每攀牟人员也有些变
＇

动 ，且有各种考试存在 ，因此集教研组的合力 ， 根揭课

标最终能力要求
＂

高看
”

教材 （ 即在高处统览教材 ） ，

再裉据学生能力发展的规律对教材进行统
一

重构 ， 可

以避兔敎师各 自 为阵 ， 提离教学效率 ５ 更有利于整个

６０

学校的教学 。 下面笔者就教材 的重＿与各位 同行交

流 ，
以期抛砖引玉 。

―

、适 当 调整教材顺序 ， 有利 于分散教学难点 ， 加

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化学概念对学＆理解化学知识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很多学生不能理解化学知识就是对相座的

概念没能吃透 。 面学生理解概念是需要一定时间 節 ，

不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关键 ，需要反复触及 。 当学生熟

悉概念之后 ，与概念相关 的知识理解起来就容易多

了 。 比如 ，

＇ ‘

物质的量
”

一直是营生＃习 的难点 ，

一进

入
“

物廣 的学习不少学■ 主要是肩迸虫） 的头

脑
一下就晕了 ，有关

“

物 质 的量
”

的计箅
一

場糊徐^

究其原 因主要是这些学生对
“

物质的釐
＾

这一陌生概

念没能５廳 ，

一段财间后学生慢慢地熟悉理解了
“

物

质的量
’ ’

的概念 ， 后面的计算就简单多了％ 因此 ，笔者

将
“

物廣．靈 的概念提前到
“

钠及其化合物
”

之前学

习 学生不做过高要求 ， 只蕃求学生 了解方程式的

系数可以代表， 质 的量％ 在学 习
“

钠 及其化合物
”

和
“

氯及其化合物
”

吋再引导学生从
“

物质的量＇角度

看待反愈的系数关系 ，給＃生较长时间认ｉｒ 物质的

蒙
’

和
ｆｔ

ｍ〇ｒ
，
不但对元素化合物知识加深了理解 ， ％

是为后面学习
“

物质的量
”

的计算铺 了路 。 在学生熟

悉
“

物质 的營
６

和
“

ｒａｏＴ艮再去学 习 计算就容易多

了 ，很 自然地分散了教学难点 。

根据心理孪知识 ， 知道了
“

为什 么
”

才能前地

记住
“

是什么
”

。 高
一化学的许多知识点在学 习 时 由

于缺少理论支撑 ，
对记忆要求就比较高 。 比如 ｆ

．裔中

化学必修一开始时 的
“

物质的转化
”

知识 ， 虽然课本

上也提 出 了Ｈ
＋

和 ０Ｈ＇ 将学生往离 子结合方面引

导
，但对于物质的转化学生基本上还只是记忆 ，

不能

裉好地融会贯逋 。 笔者让学坐先学
“
一

些物质在溶液

构

的

系

ｔ

己

体

学

自

识



＠＠＠＠

中可以发生电离
”

的知识 （ 该知识点位于教材 Ｉ ５ 页

“

离子反应
”

） ， 然后再让学生回过头来学 习
“

物质 的

转化
”

，这祥既可以让学生清楚酸碱盐的组成 ，
也可 以

让学生呑学习 物质 的转化时能理解复分解反应甚怎

么发生的 ，从而知 晓物 质转化是？么发生 的 ， 加深 了

对知识的理解 。

再如 ，在学习
“

离 子反斑
”

时就便
“

钠及其化合

物
”

和
＇

， 及其化合物
”

的反应反复出现在商子方程

式的书穹练 习 中 ３上学生将化学方程式改写成离子方

程式
，或将离子方程式改写成化学方程式 ； 在学习氧

化还原反座时同样将这些反座当作例子 ， 反复让学生

从氧化还康角擇来认识 （ 比如确定表现的是氧化性还

是述原性 、电子转穆情况等 ） ，这样表面上綦在学习离

子反应 ，晴地里是在学习元素化合物渖识 ｃ 由 宁这些

反虛比一些资料上给出 的离子反应简单 重容易被學

生接受 ｓＩＩ＃到
“

钠及其化合物
”

和
“

氯及其化合物
”

这部分内容时 ，学生対这些反应有一种 熟悉感 ， 也裉

容易接受 ， 同埘可 以节约上课时间 ，
促进学生对这部

分物质性质的理解：。

如果生渾不是很養 ，笔者认为 ，在高
一下学期开

学时可以将
“

极性分子和非极性分子
＾对于 ＡＢ

＞
． ■

分子 ， 如果 Ａ 处乎最禽价则它为非极性分子
”

和
“

相

似相溶原理
”

几个知识点 从化学选择性必修 ２ 中提前

补充给学生 ，
．

这样在后面学习 中埋解
“

洗去附着在试

管上的硫黄可用 在水 中溶解撵大
”

等知识

Ｓｔ就容易了 ， 避免死记硬背 ， 降低了学习 的难度。 笔

者从学生的反馈中了解到 ，

一般的学生都能够接受 ｓ

二
、适 当整合教材 ，

可以促进学生知识系统化

从心理学知识我们知道 ，相 似或关联的知识放在
一起 ，有利于孝５者对同类知识的归纳抽象 ，形成完

整的知识系统 。 比如 ， 教材 中将
“

碱金屬元素性貭变

化规 和
“

鹵素性质变化规律
”

放在了 化学必修 １

第五拿
＾
物质结构 元素周斯律

”

，是为 了 体规知识

的螺旋递进关系 。 笔者认为将它们分别提前到
“

钠及

其化合物
”

和 鏡及其化合物Ｈ面接着上 ，让学生思

维连贯 ，使知识系统化 ，这样可 以仕学生更容易掌握

钠
”

和
“

氯气
”

的性质 以 及
“

碱金属
”

和
４

卤族元 ．素
＂

性质的变化规 。律 ３ 对于
“

元素周 期律
”

和
“

元素周期

表
”

的拳习有促进作用 ＆

笔者发现 ，在童處中学化学会考合格基本不成问

题 。 因此 ，教孝中可以将三年学习看成一＋整体安排



： 教学参考
＾ＺＨＯ ＮＧ Ｘ Ｕ Ｅ Ｈ Ｕ Ａ Ｘ Ｈ Ｅ 

Ｊ Ｉ ＡＯＸ Ｕ Ｅ Ｃ Ａ Ｎ ＫＡＯ

教学 ．内容 ，跨年級整合教材形成大單元进行教学ｓ 比

如 ，高
一下学期学习热化学和电 化学时 ，寬接柩高二

选择性必修一中的
“

化攀．反应的热效应
”

和
“

化攀反虛

与电能
”

进行整合４上知识系统化 ，
避免后面又重复學

习浪费时间 。 当然 ，如果跨年级養舍重构了教材 ， 而学

生竽里又没有教材 ，敎师提供必要的讲义非常有必荽 。

三 、适 当 拓展延伸教材 ，
可提高学生化学兴趣 ，

拓

展其思维面

听优養教师的课 ， 许多课都不局 限于教材 ，而能

使课堂变得很精彩。 课簠情境 的创设也要求教师在

教材外寻找恰 当 的知识创设
一个情壕 ， 引 矣学生 思

考 。 在教学中 ，只據不干扰主干知识的学习 ，都可 以

适弯补充拓黡 ｓ

比如 ；ｆｔ学 习元素周期表时 ， 可 以将 门捷列夫的

生平故事讲给学生听 ，虽然耗费了 

一

节课 ， 但对培养

学生科学态度很有帮助 。 另 外 ， 也可以将 ｜ 门捷列夫

很忙＞的化学嵐片放给学生宥 ，学生会非常感兴趣 。

再如 ，

“

胶体
”

在新教材 中讲得很少 ， 由 于胶体无

处不在 Ｉ
：

比如包盐蛋时为什么盐可进人鸡蛋而蛋清不

会流坩来 、肾病病人的透析宿疗等都与胶体有关） ，如

果有时苘 》适 当 介 会ｆ
—下胶体的其他性质 也羞可以

的
，拓展学生 的思维面＼ 只不过不做考试署求而 已 。

锞本上并没有要求学生做金属钠在水和煤油表爾的

交界面上反皮的实验 ，笔者将这一卖验作为引课资源

补充展现在学生面前时 ，大大地提賣了学生对金属钠

性质的探索兴趣 ， 为后面的新课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

还有 化合价
”

綦初中 化学盛须学习 的知识 ，在

高
一学习过程 中 ，

“

化合价
”

难倒 了很多学生 。 如何

钍学生记住
“

化合价
”

或对
“

化合价
”

引起童视 是教

师必须重视的一个Ｍ题 。 笔者将化合价 □诀灌法在

歌曲曲调 中 制作 了
一个Ｉ清华化合价之歌＞ 

视频 ，学

生 也非常感兴趣 。 笔者也要求学生？
口诀灌注在 自

己喜欢的歌曲 曲调 中去唱 ，从而让牵生对化合价引起

重视
，两时也増加了 化学学：习 的趣味性。

化学教攀中能够进行拓展的地方很多 ，只齊时间

允许 ，对学生化学素养形成有利 ，笔者认为敎师就可

以大胆拓展 （学生 申等可拓宽 、学生质优可探挖 ） 。

教材重构体现了教师对教材的渾刻理解 ，
适时打

乱教材顺淨和增减恰当的教学 内容 ， 可 以让学生学习

夏有新鲜感
，
也可以 给学生提供更多 的挑战机会 ，

对

锻炼学生的抗干扰能力 、归纳整含能力很有好处 ， 更

有利于彰显学校特色和发挥教师的个性特长 ９

６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