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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课程内容结构化整合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理念,这种变革同样预示着教材研究视角

和思路的转变。本研究以化学课程标准中结构化视角和科学哲学为理论依据,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编码和

17个二级编码的化学教材编码系统,以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为研究对象,对其落实新课标课程内容化理念

的内在内容特点和外在编排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编码系统能有效揭示化学教材的结构化特点,

为大概念、核心知识、基本思路与方法、重要态度及重要实践活动等要素提供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人教版

化学教材通过多种方式协同实现课程内容结构化,不仅深入贯彻了新课标的教育理念和规定要求,而且在

转化实践中展现了独特的优势。未来研究应深度理解“课程化”过程中内容结构化课程理念,加强关注“教

材化”过程中教材与课标的一致性,持续分析“教学化”过程中教师教学反馈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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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

标”)的相继正式发布,不仅昭示着我国基础教育化学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也体现了课程设计理念与模

式的创新。新课标在课程层面倡导基于大概念统领的主题内容结构化设置。在这一理念下,优质的化

学教材作为连接学生真实生活和学科发展图景之间最短、最有效的桥梁,其价值不容小觑。如何分析化

学教材对于课程内容结构化理念的落实情况,已成为当前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亟待攻克的关键课题。

一、基于结构化视角分析化学教材的动因

(一)突显课程内容结构化的深层教育意蕴

新课标体现了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的理念革新与机制追求,逐步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

时代要求、与国际接轨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①;在采纳“用大概念串联知识体系”的国际课程内容组织共

识的基础上,将“内容结构化通过学习主题重组实现”作为修订重点和特色,力图展现内容的整体性及学

科本质的连贯性。深刻理解新时代化学课程内容结构化的教育意蕴,对于之后课程转化和教学实践的

有效进行至关重要。新课标中倡导的课程内容结构化,不是简单地指向学科主题内容间形式的关联,而
是深度整合知识选择、学科实践及育人功能三者联系的综合结构化过程;不只关注学科主题内容中核心

概念间的静态逻辑,还要动态构建学科知识蕴含的深层学科思维方式和方法;不只优化课程组织形态的

外在举措,更是极力突显学科特质化实践及其育人功能,有效落实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理论探索。因

此,新课标在学习主题下设置了结构化课程内容要求,确立了大概念(Bigidea)、核心知识(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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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基本思路与方法(Method)、重要态度(Attitude)和重要实践活动(Practice)的“BCMAP”多
维度内容结构①。

(二)聚焦化学教材分析的核心内涵与目的

在宏观层面的“课程化”进程中,新课标在学习主题下设置了大概念统领的结构化课程内容要求;在
中观层面,“教材化”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的关键环节,其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教材不仅是实现宏

观课程标准内容结构化、系统化呈现的重要载体,更是微观“教学化”过程中落实教师整体性理解与教

学、学生结构化学习与迁移的关键支撑。符合课程标准要求是化学教材质量的本质内涵,“教材化”的过

程是对化学课程的再组织和再创造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教材质量影响着课程质量。因此,从新课程理念

出发,开发与之对应的特质化分析工具对化学教材进行系统化分析,是基于实质层面探寻化学教材与课

程改革的一致性、深入理解新课标蕴含的教材分析与评价的新要求和新思路。化学教材分析的核心目

的是分析提供证据检验质量,分析特点供选用与参考,分析结果提出意见建议,分析过程促进教师提升。
教材的内容结构是内在质量的关键要素,而编排特色则是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的生命线②。因此,本研

究旨在分析化学教材落实新课标内容结构化理念的基本情况,同时进一步关注其如何基于自身特色通

过创造性地组织编排实现内容结构化,最终得到关于“教材化”和“教学化”过程中的参考与启示。

二、基于结构化视角建构化学教材分析框架

(一)理论依据

1.课程标准BCMAP内容结构

课程标准是教材建设的本质依据,教材编写需以课程标准为准则。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教材改革,
须切实贯彻“结构化”的课程理念,即在学习主题下明确突出以“大概念”为统领的教学内容整体架构,力
求显性化地呈现学生建构大概念过程中涉及的核心知识、基本思路与方法、重要态度和重要实践活动等

要素(如图1所示)。在建构化学教材分析框架的过程中,BCMAP结构化视角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

和指导,这将有助于对化学教材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评价教材内容的组织结

构与呈现方式。

图1 大概念统领的BCMAP内容结构

2.基于科学哲学的要素分析

科学发展历史表明,科学实践是科学劳动者以认识自然界为直接目的,使用科学方法、运用科学仪

器,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活动,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主体理性的思维认识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

关于科学对象本质及规律性的知识③。科学知识以学科知识体系为顶点,包括概念、理论、定律、模型、
假说等不同微观形态④。科学方法贯穿科学认识始终,观察和实验是科学认识感性阶段的主要方法,经
过思维与科学抽象等理性认识最终形成完整的科学认识过程。科学实践在本质上是与价值关联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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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着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赋予,可以从个体、社会等层次对科学价值类型进行划分①。新课标中基于

学习主题的BCMAP多元内容结构的设置,对应基于科学实践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突显

科学哲学视域下的全面育人价值,是构建编码系统的重要理论支撑。
(二)框架构建

首先,本研究确定选取人教版(2022年版)普通高中化学教材作为分析对象。然后,研究团队对大

概念、核心知识、基本思路与方法、重要态度和重要实践活动的内涵进行了定义。在两位化学教育专业

研究者对内涵达成一致性理解的基础上,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分别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开放式

的编码,不断比较与归类,旨在从话语表述与形式呈现中开发出具体的描述性类别②。例如,对于教材

中“研究有机化合物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步骤,每个步骤中都有一些常用的基本方法。分离、提
纯—确定实验式—确定分子式—确定分子结构”,第一次开放性编码为“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思路”,
接下来通过相近编码比较后被概括为“化学主题特质性思路”,并最终概括为“基本思路与方法”。最后,
为了保证编码系统的内容效度,结合多轮化学教育领域专家的咨询和研讨,最终确立了一个包含5个一

级编码和17个二级编码的BCMAP化学教材编码系统,具体编码系统描述如表1所示。
“大概念(B)”是指反映学科本质,具有概括性、统摄性和迁移应用价值的学科基本思想和观念。大

概念具有层次性和相对性,可以划分为跨学科大概念(B1)、化学学科大概念(B2)和化学主题大概念

(B3)三个类别。
“核心知识(C)”涵盖化学学科的核心概念、理论、定律、模型、假说等。从化学知识的功能价值角度

出发,将其分为描述类知识(C1)、解释类知识(C2)和预测类知识(C3)三个类别。
“基本思路与方法(M)”是指在化学探究实践中用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基本方法层面,依据

化学实践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不同,划分为化学实践类方法(M1)和化学思维类方法(M2);在基本思

路层面,则根据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则,划分为化学探究一般性思路(M3)和化学主题特质性思路(M4)。
“重要态度(A)”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培养和发展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从个人发展、学

科发展和学科关联三个层面,划分了作为化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品质和态度(A1)、对化学学科知识产生

及其发展的态度(A2)和对化学学科与社会、技术、环境等关系的态度(A3)三个类别。
“重要实践活动(P)”包括化学实验、探究及其他实践活动。基于实验目的和过程的不同,划分为验

证类实践活动(P1)、探索类实践活动(P2)、操作类实践活动(P3)和综合类实践活动(P4)四个类别。
表1 BCMAP化学教材编码系统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具体描述

跨学科大概念(B1)
能够提供在不同领域跨学科内容之间建立联系和思考工具,可

以丰富科学实践应用和对核心知识理解的概念,如能量守恒等

大概念(B) 化学学科大概念(B2)
能够反映化学学科本质,具有高度概括性、统摄性和迁移应用

价值的概念,如化学学科本质等

化学主题大概念(B3)
能够反映化学主题特质,提供独特认识视角和迁移应用价值的

概念,如化学反应与电功等

描述类知识(C1)
核心知识(概念、理论、定律、模型、假说等)体现描述功能,如铁

有延展性和导热性

核心知识(C) 解释类知识(C2)
核心知识(概念、理论、定律、模型、假说等)体现解释功能,如原

子结构模型对原子光谱的解释

预测类知识(C3)
核心知识(概念、理论、定律、模型、假说等)体现预测功能,如元

素周期表对元素性质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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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具体描述

基本思路与方法(M)

化学实践类方法(M1)
化学实践中感性认识方法,如实验观察、变量控制、设计验证、

调查探究、讨论探究等

化学思维类方法(M2)
化学实践中理性认识方法,如描述表达、比较分类、解释预测、

归纳演绎、抽象概括、模型建构、分析评价等

化学探究一般性思路(M3)
化学探究中涉及的一般性思路,如探究基本步骤、实验设计、装

置设计、定性与定量分析等

化学主题特质性思路(M4)
化学认识中涉及的主题特质性思路,如认识有机化合物的一般

思路等

作为化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品质和态度(A1)
化学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以及互动中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如保

持好奇、乐于探究、大胆质疑、乐于合作等

重要态度(A) 对化学学科知识产生及其发展的态度(A2)
化学学科的基础及其发展是基于一套指导科学实践的价值观,

如客观性、可检验性、暂定性、充分性等

对化学学科与社会、技术、环境等关系的态

度(A3)

在理解化学与社会、技术、环境等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社

会责任,如绿色化学、原子经济性、保护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

遵守公共规范和伦理道德等

验证类实践活动(P1)
通过实验操作、实验观察,验证物质、现象或规律的特定性质的

实践活动

重要实践活动(P)

探索类实践活动(P2)
通过实验操作、数据收集,探索和发现变量之间的规律、关系或

趋势的实践活动

操作类实践活动(P3)
通过实验操作或设计实验装置,进行实验或模拟实验的实践

活动

综合类实践活动(P4)
通过多种知识和技能来解决复杂问题或完成综合性任务的实

践活动

三、基于BCMAP编码系统分析高中化学教材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依据“新课标”编写的人教版(2022年版)普通高中化学教材作为分析对象(如表2所

示),对每本教材中除目录、习题、附录外的全部内容进行了编码和梳理。通过对教材中BCMAP编码在

总体和具体学习主题及栏目分布的数据统计,分析人教版化学教材落实新课标内容结构化理念的内部

内容特征以及为实现内容结构化的外部组织编排特征。
表2 人教版高中化学系列教材结构名称及对应学习主题类别

教材名称 章名称 学习主题类别

必修第一册 第1章 物质及其变化 无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2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 无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3章 铁 金属材料 无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4章 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 物质结构基础

必修第二册 第5章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 无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6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化学反应原理

第7章 有机化合物 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8章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无机物性质与应用

选择性必修1化学反应原理 第1章 化学反应的热效应 化学反应原理

第2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化学反应原理

第3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 化学反应原理

第4章 化学反应与电能 化学反应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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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教材名称 章名称 学习主题类别

选择性必修2物质结构与性质 第1章 原子结构与性质 物质结构基础

第2章 分子结构与性质 物质结构基础

第3章 晶体结构与性质 物质结构基础

选择性必修3有机化学基础 第1章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与研究方法 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2章 烃 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3章 烃的衍生物 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4章 生物大分子 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第5章 合成高分子 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二)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来考察高中化学教材中教学内容的结构化。内容分析的目的是根据明

确的编码规则,将大量的语言文字压缩成更少的内容类别,从而发现和描述所研究的现象①。研究过程

由4名化学教育专业的评分者完成。经过集体培训和指导后,评分者首先依据编码系统进行试编码,对
多次出现不一致的类别进行考量协商;之后结合研究者的建议,对这些类别进行进一步的补充界定和举

例说明;最后随机选取30个编码单元由评分者进行分别编码,对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数据检验结果

科恩卡帕系数为0.685,一致性相对较好。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分析步骤:
第一,明确化学教材的编码范围以及学习主题下章目的划分。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由2册必修和

3册选择性必修组成,研究的编码范围为5册教材中除目录、习题、附录外的包括绪言、引言、正文、栏
目、图表等的全部内容。“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转化及应用的一门基础学科”,而“物质的

性质与应用”“物质的结构”及“化学反应原理”作为化学科学客观研究对象和基本的认识领域,不仅是新

课标课程层面在义务阶段和高中必修及选择性必修阶段衔接进阶发展的基本主题模块,也是教材编写

和教学设计层面实际承载学科素养功能的内容基础②。因此,本研究划分了无机物性质与应用、有机物

性质与应用、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基础4大化学学科基本学习主题,并对教材总体涉及的20章内容

进行分类(见表2)。
第二,识别教材编码范围内具有BCMAP特征的有效编码单元。在5本教材中,将绪言、引言、正文

中涉及的每个段落,以及每一个栏目或每一个图表均作为一个基本编码单元,对其中具有BCMAP特征

的基本编码单元进行编码并划分为有效编码单元。
第三,确认有效编码单元的BCMAP特征类型并进行整体统计。研究者在将基本编码单元划分为

有效编码单元的基础上,对这些单元的BCMAP特征进行分类。在这一过程中,确保每个编码单元仅对

应于体现其主要特征的单一编码类别。随后,对BCMAP类别的频次、所出现的栏目类别,以及部分要

素呈现的显隐性等进行详细统计。最后,描述并比较教材总体以及各具体学习主题中BCMAP的特征

表现。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对5册高中化学教材进行了深入分析,总计识别出1992个基本编码单元。在剔除那些不涉

及核心内容的段落和图表(例如“弱酸和弱碱所生成的盐的水解比较复杂,这里就不介绍了”)之后,最终

确认1397个有效编码单元。根据BCMAP编码系统,各类别的频次分布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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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BCMAP各类别频次分布

无机物性质与应用 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化学反应原理 物质结构基础 总计

B B1 1 2 4 0 7 38

B2 5 1 8 3 17

B3 2 5 1 6 14

C C1 196 151 196 175 718 884

C2 11 28 63 47 149

C3 1 3 3 10 17

M M1 21 0 1 0 22 217

M2 22 12 31 27 92

M3 4 1 5 0 10

M4 16 49 19 9 93

A A1 8 8 1 2 19 128

A2 3 2 6 10 21

A3 32 21 15 20 88

P P1 21 32 17 6 76 130

P2 11 5 6 4 26

P3 6 3 1 2 12

P4 2 5 6 3 16

总计 362 328 383 324 1397

  1.学习主题下BCMAP总体分布特征

通过对表3和图2的分析可以看出,在4个学习主题下,核心知识(C)和基本思路与方法(M)的占

比始终位于前两位,分别为55%—72% 和10%—20%,大概念(B)的占比最低,为2%—4%。差异主要

体现在,在“无机物性质与应用”和“物质结构基础”主题中,重要态度(A)的占比高于重要实践活动(P);
而在“有机物性质与应用”和“化学反应原理”主题中则相反。

图2 人教版化学教材各学习主题中BCMAP类型分布百分比

2.BCMAP在学习主题下的具体分布特征

通过对表3和图3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比4个学习主题,大概念(B)和核心知识(C)比例最高的均

是“化学反应原理”主题,基本思路与方法(M)和重要态度(A)比例最高的均是“无机物性质与应用”主
题,重要实践活动(P)比例最高的是“有机物性质与应用”主题。

在大概念(B)具体类别中,化学学科大概念(B2)的出现频次最高,约占总体的45%,其中约50%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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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化学反应原理”主题,该主题也是跨学科大概念(B1)出现最多的地方。在“物质结构基础”主题

下,化学主题大概念(B3)出现最为频繁,而跨学科大概念(B1)则未出现。
在核心知识(C)的具体类别中,无论是总体还是各个主题,描述类知识(C1)的占比都显著高于解释

类知识(C2)和预测类知识(C3),其中预测类知识(C3)的占比最低。在“无机物性质与应用”和“有机物

性质与应用”主题中,C1类型知识约占80%,而在“化学反应原理”和“物质结构基础”主题中,C1类型知

识约占70%,C2和C3类型知识比例相对增加,这与不同学习主题下化学知识的功能特点相吻合。
在基本思路与方法(M)具体类别中,化学思维类方法(M2)和化学主题特质性思路(M4)的占比最

多,均约为42%,前者较多出现在“化学反应原理”主题中,后者更多出现在“有机物性质与应用”主题

中。化学实践类方法(M1)几乎全部出现在“无机物性质与应用”主题中,而“化学探究一般性思路”
(M3)整体出现的最少,在“物质结构基础”主题中一次未出现。

在重要态度(A)具体类别中,对化学学科与社会、技术、环境等关系的态度(A3)出现的比例最大,接
近70%,主要出现在“无机物性质与应用”主题中。作为化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品质和态度(A1)和对化学

学科知识产生及其发展的态度(A2)比例相近,前者主要出现在“无机物性质与应用”和“有机物性质与

应用”主题中,后者主要出现在“化学反应原理”和“物质结构基础”主题中。
在重要实践活动(P)具体类别中,约50%为验证类实践活动(P1),主要出现在“有机物性质与应用”

和“无机物性质与应用”主题中;其次为探索类实践活动(P2),主要出现在“无机物性质与应用”主题中;
操作类实践活动(P3)和综合类实践活动(P4)所占比例大致相同,分别最多出现在“无机物性质与应用”
主题和“化学反应原理”主题中。

图3 人教版化学教材BCMAP类型在各学习主题中分布百分比

3.BCMAP类别的教材栏目分布特征

通过对化学教材中BCMAP各类别出现的栏目位置进行统计梳理,具体分布如表4所示。分析表

明,对于大概念(B),约75% 的内容出自教材的绪言和章引言,教材的每一章通常在这部分首先明确阐

释化学知识的学科价值和素养功能,对整体内容进行统摄,其余部分大概念则在正文、整理与提升和图

表中呈现。
对于核心知识(C),约85% 的内容是在正文中介绍,其余的核心知识则主要通过图表、资料卡片、

绪言引言、整理与提升等栏目进行补充说明。
对于基本思路与方法(M),约75% 的内容在思考与讨论和正文中涉及,约2/3的内容采用隐性呈

现方式,通过提出问题或对问题的分析解决过程,促进学生的深度思考,进而掌握基本的思路与方法。
而在整理与提升和方法导引栏目中,则进行显性化说明,明确提出解决化学一般或特殊问题的具体思路

与方法。
对于重要态度(A),在正文和“绪言引言”的内容阐述中就充分强调和渗透了化学学科对社会、技

术、环境的重要作用,在“科学·技术·社会”栏目中进行了补充介绍。在“科学史话”中的内容主要通过

历史中化学事件的发展突显对化学学科知识产生及其发展的态度,化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品质和态度则

基本在“化学与职业”栏目中体现。重要态度(A)内容的显性与隐性呈现比例约为2∶3。
对于重要实践活动(P),约87% 的验证类实践活动(P1)出现在实验栏目中,50% 的探索类实践活

动(P2)位于探究栏目,其余主要分布在实验、思考与讨论等栏目中,操作类实践活动(P3)和综合类实践

活动(P4)则分别主要在实验活动和研究与实践栏目中体现。

·97·



表4 人教版化学教材BCMAP所在栏目分布

B C M A P

正文 4 747 66 45 1

绪言引言 29 6 3 10 0

思考与讨论 0 0 97 3 4

探究 0 0 1 0 22

实验 0 1 0 0 72

实验活动 0 0 0 0 13

研究与实践 0 0 0 0 16

方法导引 0 0 13 0 0

化学与职业 0 0 0 8 0

科学·技术·社会 0 3 1 32 0

科学史话 0 0 1 18 0

资料卡片 0 31 2 6 1

图表 2 87 2 4 0

提示 0 4 0 0 0

信息搜索 0 0 1 2 1

整理与提升 3 5 30 0 0

总计 38 884 217 128 130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BCMAP编码系统能有效分析化学教材结构化特点

BCMAP编码系统融合了大概念、核心知识、基本思路与方法、重要态度及重要实践活动等要素,形
成了一个结构化的分析框架。该编码系统不仅为化学教材的编写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内容全面、覆
盖化学学科关键维度的工具,而且其整体性分析有助于揭示化学教材内部的知识结构和学科思维模式。
本研究以课程标准BCMAP内容结构和科学哲学作为理论基础,首先通过“自下而上”的开放式编码,从
教材的话语表述与形式呈现中归纳出具体描述性类别,经过专家内容效度检验形成了BCMAP编码系

统;之后运用编码系统“自上而下”演绎编码了在化学教材中各个类别的准确定位,从而有效地展现了化

学教材在整体及具体主题中的BCMAP要素分布情况,并最终得出与化学知识功能特性相符合的结论。

2.人教版化学教材通过多种方式协同实现内容结构化

人教版化学教材在内容结构化上,不仅深入贯彻了新课标的教育理念和规定要求,而且在转化实践

中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在内部内容特点上,所有学习主题均包含新课标中要求的BCMAP各个要素,但
在“化学反应原理”主题中对“重要态度”以及在“物质结构基础”主题中对“基本思路与方法”和“重要实

践活动”的关注稍显不足;在外部编排特点上,“引言统摄栏目精准支撑”是最主要的架构思路,每一章开

篇的引言部分,并非仅起到提示学习内容的功能,而是以“大概念”的形式明确阐述本章知识内容的学科

及跨学科视角和思路,使学生和教师能在学习初始阶段就全面把握学习内容。同时,教材通过新设栏目

如“方法导引”“化学与职业”“研究与实践”和“探究”等,精准实现了基本思路与方法、重要态度和重要实

践活动等要素的转化。“关键性要素显性化突显”是另一显著特征,人教版教材对于基本思路与方法、重
要态度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显性化处理,显性化呈现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将隐性的知识、方法和

思路显性化表达,复杂的过程才能可识别可传递,结构才能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系统化的显性结

构设计,既方便了教师的教学,也促进了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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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议

1.深度理解“课程化”过程中内容结构化课程理念

“课程化”是将理想课程转化为文件课程的第一步。在我国基础教育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核心素

养导向的内容结构化是贯穿课程建设、教材编写、教学实施多个转化环节并最终指向学生主体发展的关

键视角,深刻理解其内涵和价值是高质量完成上述过程的根本保障。这不仅需要在理解其深度整合知

识选择、学科实践及育人功能三者关联的基础上探寻对课程组织编制的理论创新,更需要对课程转化实

践中的问题给予解决和回应,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结构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体系。

2.加强关注“教材化”过程中教材与课标的一致性

教科书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是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凭借,也是落实教育方针政策

和思想观念的重要工具。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课程理念的变化必将引起教材编写和教学方式

的改变①,这种变革同样预示着教材研究视角和思路的转变。如何分析和评价教材与课程标准的一致

性程度应该成为教材研究的重要指向,从而深度理解和探寻新课标中所传达的教材分析的新思路。例

如,本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针对化学教材每册的数据结果进行梳理对比,而是基于化学学科的基本学习

主题对教材内容进行了编码分析和数据呈现。这不仅使得对于化学教材的分析具有功能性,而且有助

于教师深入理解课程结构与教材结构的关系,认识到学习主题的独特价值。

3.持续分析“教学化”过程中教师教学反馈性评价

基于结构化视角的化学教材分析,能够使教师在“教学化”中更有效地组织教学内容,调整教学策

略,实施更加连贯和针对性的教学,进而提升教学质量。与此同时,教师基于新课标和新教材的教学实

践也是检验教材和课程标准合理性的重要方式。通过持续收集和分析教师的教学反馈,可以有效了解

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适用性和效果,进而对教材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和调整。因此,教师“教学化”的过程

并不是“自上而下”多轮转化环节的终点,更应该成为“循环往复”课程和教材反馈优化的起点。

AnalysisofHighSchoolChemistryTextbooksBasedonaStructuredPerspective

SHANYuan-yuan,ZHENGChang-long
(InstituteofChemistry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Abstract:Thestructuralintegrationofcurriculum contentisanimportantideaofthereform ofbasiceducation
curriculum,whichindicatesthechangeintheperspectiveandthinkingofteachingmaterialsresearch.Basedonthe
structuralperspectiveintheChemistryCurriculumStandardandphilosophyofscience,thisstudyconstructedacoding
systemforchemistrytextbookscontaining5primarycodesand17secondarycodes,andthechemistryteachingmaterialsof
PeopleEducationPressversionofthehighschoolaretakenastheobjectofstudytoanalysetheinternalcontentfeatures
andexternalarrangementfeaturesofthetextbooksinimplementingtheconceptofthestructuralintegrationofcurriculum
content.Theresultsofthestudyshowthatthecodingsystemcaneffectivelyrevealthestructuredfeaturesofchemistry
textbooks,providingacomprehensiveanalyticalframeworkfortheelementsofbigideas,coreknowledge,methods,

attitudesandpracticalactivities;PeopleEducationPressversionofchemistrytextbooks,intermsofcontentstructuring,is
realizedinsynergyinavarietyofways,whichnotonlydeeplycarriesouttheeducationalconceptsandstipulated
requirementsofthenewstandards,butalsoinitstransformationalsodemonstratesuniqueadvantagesinpractice.
Suggestionsforfutureresearchareputforward:Deeplyunderstandthecurriculumconceptofcontentstructureinthe

processof“curriculumization”;Paymoreattentiontotheconsistencybetweentextbooksandcurriculumstandardsinthe

processof “textbookisation”;Continuouslyanalyzethefeedbackevaluationofteachersteachingintheproces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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