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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性科学议题的化学微项目学习＊

———以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单元复习为例

黄　刚　许燕红＊＊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在化学课堂中开展社会性科学议题的教学能够发展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结合微项目
学习模式，从课堂教学角度出发，构建选定项目、启动项目、实施项目、交流成果等４个教学流
程，确立实施教学的核心问题，设计了鲁科版高一化学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单元复习课”，进行了
基于社会性科学议题的化学微项目学习的实践教学，结合实践的基本情况提出４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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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了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为实现这一任务，各学科都制定了相应的学科
素养，化学学科也明确了５大学科核心素养。目
前，项目式学习被认为是最具有核心素养融合发展
效力的教学方式［１］，其核心内容是学生运用所学的
知识解决复杂的真实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
进自身能力的发展，并对社会问题形成自己的见
解［２］。而微项目学习实际上是项目式学习的微型
化，不刻意追求项目的完整化，主要是将单位课时
的核心知识进行情境化设计，转化成实际问题，通
过合作探究的形式，在实践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建立起沟通课内与课外学习空间的桥梁［３］。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强调
“结合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将要经历的社会生活实际，
引导学生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４］。
因此社会性科学议题 （ｓｏｃｉ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ＳＳＩ）
教学在近年的中学化学课堂也逐渐受到关注，其目
的是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寻求相关证据，参与讨
论科技发展所带来与生活有关的争议性课题，培养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素养，提升理智参与社会决策
的公民意识［５］。以往的化学复习课教学强调知识的
理解、运用及答题方法的掌握，忽略了复习课在化
学素养养成方面的作用。在复习阶段，学生已经掌
握了基本的化学知识和原理，教师可以选取真实情
境，结合ＳＳＩ教学设计相应的微项目活动，根据学
生社会经验和所学知识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引导学
生建立观点、结论和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科学合

理地做出决策，也让复习课成为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落实的重要阵地。

１　基于ＳＳＩ的化学微项目学习的设计思路
１．１　理论基础

ＳＳＩ教学与项目式学习具有共同特点：教学和
学习是建立在个体前知识或经验基础上的真实情境
中发生的，也是共同体中彼此间的合作交互过
程［６］，即２者都强调利用情境给学习带来意义。因
此，情境的教学意义绝不仅仅是作为课堂上的引
入，而是要渗透整个课堂教学内容。新课标在课程
内容上提供了丰富的情境素材建议，因此可以根据
新课标的相关规定与学生的兴趣程度，确定相应的
学习内容。必修课程 “常见的无机物及其应用”主
题注重元素化合物知识与ＳＴＳＥ知识的融合，通过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学习，帮助学生建立 “无机物”
主题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系统模型［７］，现结合情境素
材内容，列出部分基于ＳＳＩ的微项目学习的课题建
议 （见表１）。

１．２　项目背景
元素化合物知识是无机物及其应用的重要部

分，也是中学化学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
中学化学教学内容的６０％［８］。目前的教学基本思
路是抓住具体的元素化合物，引导学生从其组成、
性质、制备、用途等方面进行学习。鲁科版新教材
必修第一册第３章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中将Ｆｅ、

Ｓ和Ｎ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集中编排，在新授课
阶段结束后，学生已能从物质类别和核心元素化合
价２个角度认识物质，预测物质的化学性质。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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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必修课程部分可供选择的基于ＳＳＩ的微项目学习课题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ＳＩ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主题 情境素材建议 基于ＳＳＩ的微项目学习的内容

常见

的无

机物

及其

应用

１．金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１．是否限制铁矿石的开发

２．氮肥的生产与合理使用 ２．是否应该停止使用氮肥

３．食品中适量添加二氧化硫的

作用 （去色、杀菌、抗氧化）
３．是否应该禁止使用食品

添加剂

４．含氯消毒剂及其合理使用
４．云南大理是否应该修建

硫酸厂

５．氯气、氨气等泄漏的处理
５．是否应该禁止漂白剂的

使用

６．酸雨的成因与防治 ６．汽车限行的合理性

７．汽车尾气的处理
７．广西贺州是否应继续大

力开采花岗岩

８．硅酸盐工业的生产过程及

对环境的危害

单元复习教学拟使用３个课时，在学习本章知识内
容之后，从学生掌握的化学基本知识与生活情境出
发，结合教材微项目栏目，整体设计以Ｆｅ、Ｓ和

Ｎ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与转化关系，探讨相关的社
会性科学议题。在探讨环节中让学生熟悉使用价 类
二维知识结构去动态解决问题的方向和路径，可以落
实ＳＴＳＥ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化学学科能力的教学
功能价值，是新课标倡导与赞赏的学习方式。

１．３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复习课的教学流程
在ＳＳＩ理论［９］的指导下，参照其他项目式学习

案例［１０］，设计了基于ＳＳＩ的微项目学习流程。第１
步：选定项目。教师借助网上平台发布相关学习任
务和引入议题，并明确议题的意义。学生依据已有
知识完成相应问题并分析资料，明确自己的想法；
第２步：启动项目。教师从丰富的元素化合物知识
中选择与社会相关的情境素材，通过驱动性问题引
发学生对议题的思考。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结
合相关信息，利用价 类二维图熟悉物质的转化路
径；第３步：实施项目。教师设计方法导引表并组
织议题论证环节，寻找议题涉及的利与弊，引导学
生小组讨论并阐述观点，基于资料解释观点，互换
立场考虑反驳，最终完善结论；第４步：交流成
果。学生综合课外多方意见后，完成形式多样的分
享成果，选派小组代表在课内进行展示，师生共同
就整个议题的探讨活动进行总结反思，分享得出解
决问题的成果，互相评价分析之后，反思实践效
果。课题的关键步骤是实施项目，需要学生寻找充
足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教学时间安排为：选

定项目环节在课前完成，启动项目、实施项目与交
流成果环节各用１个课时 （４０ｍｉｎ），具体如图１
所示。

Ｆｉｇ．１　Ｍｉｃｒ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ＳＩ

图１　基于ＳＳＩ的微项目学习流程

２　基于ＳＳＩ的化学微项目学习的实践
要进行基于ＳＳＩ的化学微项目的学习，首先要

明确学习的目标。对于 “物质的性质与转化”单元
复习，制定明确可操作的复习目标是实践环节的关
键步骤，教学目标明确才能提高复习教学的效率。
通过研读章节学习后的 “本章自我评价环节”教材
栏目，结合新课标学业要求，确立如下单元复习目
标：

（１）通过Ｆｅ、Ｓ和 Ｎ元素及其化合物的转化
途径、转化条件的复习，熟悉元素价 类二维图的
使用，学会从物质类别和元素价态变化的视角说明
与预测有关物质的转化路径。

（２）通过议题中驱动性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过
程，了解铁矿石开发冶炼、硫酸工业以及汽车尾气
中涉及的工业生产知识，提升应用物质性质与转化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化学学科在生产生活
中的重要性。

（３）通过对相关议题的探讨，学会从科学、环
境、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权衡不同观点的利与
弊，提升论证与决策能力。

（４）在议题讨论环节中，通过收集信息和分析
信息，以公民的角度对社会性问题进行思考，增强
证据推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

２．１　选定项目，设计议题
［课前准备］章节学习结束后，学生课下观看

系列科普纪录片 《我们需要化学》第２集 《饮食之
基》（介绍了合成氨解决世界温饱问题与食品添加
剂情况）与第４集 《迷人材料》 （介绍了青铜、铁
器、工业革命时代），学生了解到化学与人类生产
生活的密切联系。教师通过网络在线平台 “微助
教”发布学习任务：自主寻找与生产生活、环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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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含Ｆｅ、Ｓ和 Ｎ元素的食物药品、化工产品等
资料，按照元素在物质中的化合价，自主列表梳理
相应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写出相应的化学或离
子方程式，并进行上传。

［汇总］铁及其化合物：营养增补剂、金属冶
炼、铁的化合物 （制磁铁、颜料、药物、墨水）；
硫及其化合物：黑火药、二氧化硫 （酸雨、食品添
加剂）、硫酸制造工业、硫黄皂 （去屑止痒）、石膏
（制作豆腐、水泥缓凝剂、模型制作）；氮及其化合
物：氮气 （物质保护剂、冷冻剂、肥料元素）、氮
氧化物 （导致酸雨、光化学烟雾）、硝酸 （制炸
药）。

［教师拓展］在 “微助教”平台展示 “厦门

ＰＸ项目事件：民众参与，推动ＰＸ项目迁址”［１１］，
引起学生对社会性问题的关注，建立自我认识与社
会事件决策的关系。提供资料：２０２５年前钢铁行
业将实现 “碳达峰”，到２０３０年，钢铁行业碳排放
量较峰值降低３０％，钢铁行业减排势在必行［１２］；
大理在剑川县沙溪古镇、石宝山石窟等重点文物古
迹旁建硫酸厂，环保人士向环保部门举报环评不合
理［１３］；京津冀地区出台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方案，
三地机动车统一限行［１４］。提出问题：针对所学知
识对以上资料分析，说说你对这些情况有什么看
法？

［学生］学生意见集中于铁矿石的开发与利用
需要调控、大理在最初建设硫酸厂的决定应多方调
研考量、重污染天气下汽车限行的举措值得探讨。

［教师］依据学生的观点对学生进行分组，提
出章节复习的３个议题 “是否限制铁矿石的开发”
“是否同意大理建设硫酸厂”以及 “论证重污染天
气 ‘汽车限行’的合理性”。提供网络流传的小视
频 “钢铁生产中的 ‘三废’变成 ‘小三宝’” “硫
酸行业脱硫尾气烟气脱白深度治理”以及 “汽车尾
气处理新技术”，建立生产生活与化学知识的初步
联系，引导学生对议题产生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
联系进行探讨。

设计意图：通过在线平台实时反馈，在课前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后续的教
学设计。并从常见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应用对社会发
展的价值、对环境的影响出发设计议题，可以将课
内知识与课外知识紧密结合，容易研究且可操作性
强。

２．２　启动项目，示范论证
围绕本课题的学习目标，根据提前布置的３个

ＳＳＩ微项目议题，把学生分为３个小组，每个小组
负责１个议题，在驱动性问题引导下，结合课前预
习报告，进行思考回答。

【师生探讨１】
【情境创设】从认识铁的多样性开始，回顾我

国古代 “块炼铁”以及现代钢铁冶炼的方法。
［教师］铁矿石开发冶炼会影响 “碳达峰、碳

中和”吗？
［学生］常见的铁矿石有黄铁矿 （ＦｅＳ２）、赤铁

矿 （Ｆｅ２Ｏ３）、磁 铁 矿 （Ｆｅ３Ｏ４）、菱 铁 矿 （Ｆｅ－
ＣＯ３），冶炼过程中通过还原反应生成铁，会产生
大量ＣＯ２，导致大气中ＣＯ２ 含量升高，影响 “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追问］利用铁矿石还可以转换生成其他化学
物质吗？

［学生］可以。补充亚铁盐和铁盐、铁的氢氧
化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写出相应的化学方程
式。以物质类别为横坐标、化合价为纵坐标，建立
元素价 类二维图模型认识含铁物质间的转化 （见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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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铁的价 类二维图

［教师］“碳达峰、碳中和”与铁矿石开发冶炼
关系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学生分析］钢铁行业是能源消耗高密集型行
业，会产生大量的ＣＯ２，但其他工业生产与人们
日常出行也都会排放ＣＯ２，例如人类大量燃烧煤、
石油、天然气，不可将ＣＯ２ 的过度排放都归咎于
钢铁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各方
面都实行低碳工程。

【师生探讨２】
【情境创设】展示硫酸工业接触法制硫酸的生

产过程，介绍硫酸厂生产的硫酸来自含二氧化硫的
气体或能够产生二氧化硫气体的含硫原料。

［教师］硫酸厂烟气是如何转化成酸雨的？
［学生］烟气含有大量的ＳＯ２，在氧气和水蒸

气的共同作用下形成酸雾，随雨水降落就形成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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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追问］烟气一定会全部排放到大气中吗？
［学生１］不会。现代硫酸厂在排放烟气时会

进行脱硫处理，有学生指出脱硫常用钠碱法，加入

ＮａＯＨ后生成 Ｎａ２ＳＯ３，后又经复分解循环再生

ＳＯ２，再利用接触法循环制得硫酸。
［学 生 ２］ 工 业 生 产 要 考 虑 成 本 问 题，

Ｃａ（ＯＨ）２ 比ＮａＯＨ便宜，使用Ｃａ（ＯＨ）２ 溶液吸
收ＳＯ２，最终产物为ＣａＳＯ４·２Ｈ２Ｏ （石膏），且
石膏在建筑、医学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在工业生
产过程中更为适用。

［学生共同讨论］逐步完善硫转化生成的

Ｈ２ＳＯ３ 以及ＳＯ３，还原法生成Ｓ单质等，形成完
整的价 类二维图 （见图３）。

Ｆｉｇ．３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

图３　硫的价 类二维图

［教师］控制硫酸厂的烟气排放就能实现防治
酸雨了吗？

［学生］不能。防治酸雨要消除污染源，开发
清洁能源，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含硫燃料预先进行
脱硫，并做好ＳＯ２ 的回收处理，还要健全法律法
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师生探讨３】
【情境创设】提供北京针对空气质量问题采取

汽车单双号限行举措引发多方热议新闻，展示汽车
发动机气缸内部构造示意图。

［教师］雾霾和汽车尾气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学生］汽车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氮氧化物、硫氧化物、铅化合物；雾霾主要由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３项组成。

［追问］雾霾和汽车尾气有何种关系？
［学生］汽车排放的ＮＯ和ＮＯ２ 为主的氮氧化

物与其转化生成的硝酸盐都是雾霾的主要来源。
［追问］汽车尾气的氮氧化物是怎么生成的？
［学生］汽车内燃机中Ｎ２ 和Ｏ２ 在放电高压的

条件下生成。

［追问］汽车尾气对雾霾有多大影响？
［学生］汽车中有净化装置，三元催化反应能

使氮氧化物转化为氮气再排放，工农业生产中例如

ＨＮＯ３ 与金属反应也会生成氮氧化物，人工固氮
的过程中ＮＨ３ 催化氧化也会生成 ＮＯ，因此空气
中的氮氧化物不是仅由汽车尾气造成的。

［教师］引导学生运用价 类二维图认识模型梳
理含氮物质间的转化 （见图４），分析氮氧化物的
产生、转化和消除路径。

Ｆｉｇ．４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图４　氮的价 类二维图

设计意图：面对ＳＳＩ这样的学习形式，学生第
一次接触，容易出现不理解任务的情况，从熟悉的
社会性问题转到化学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形成分
析ＳＳＩ的一般思路。设计驱动性问题，学生在任务
驱动下，回顾所学的知识，从价类二维的角度建构
化合物间转化的知识网络，认识这些化合物中与驱
动性问题有关联的物质，辩证地看待物质的价值，
渗透可持续发展思想。

２．３　实施项目，改进论证
以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有结构性争论模式、做

决定模式和反思探究模式等这３种最常见的教学模
式［１５］。经过分析，此次设计的议题都存在分歧的
焦点，因此采用结构性争论模式，根据争议的问题
分小组进行辩论性学习。学生的学习活动流程为：
阐述观点—解释观点—互换立场—完善结论。具体
教学流程如图５所示。

［课前准备］３个小组内部梳理存在分歧的
观点，将其整理并阐述，借助多媒体 （微信公
众号、网站论坛等）查找资料和与其他人交流
分享。

［教师］组织开展辩论性学习活动，每个小组
总时长控制在１０ｍｉｎ以内。为使每位学生加入学
习活动之中，引导学生根据方法导引表，有针对性
地根据探讨的内容完成相应观点的利与弊寻找。学
生完成的 “论证重污染天气 ‘汽车限行’的合理
性”议题方法导引表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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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ｅ　ｒｅｐｏｒｔ

图５　议题汇报流程

表２　寻找重污染天气 “汽车限行”的合理性议题的

利弊方法导引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

视角 利 弊

环境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优化

空气环境

新能源汽车增加，电力

生产行业污染加大

经济
限行之后，新能源汽车销量

上升，促进经济发展

燃油汽车相关行业

发展受阻

社会 缓减部分交通压力
加大公共交通压力，

居民出行不便

其他
道路管理压力减轻；公共活动

空间增大

舆论激烈，政府管理

压力加大

　　［学生］各组选取支持利弊的２方代表解释观
点，其他小组学生聆听并思考，必要时提出意见。

［教师］待各小组形成初步结论后，组织开展
角色互换环节，帮助学生从对方角度论证利与弊。

［学生］结合本方的观点和收集的资料，站在
对方立场上思考分歧的焦点，再次进行论证，其他
小组学生认真聆听，在角色互换环节也可为汇报代
表提供意见，完善最终结论。

设计意图：在汇报过程中，呈现 “认识—实践
—再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无论是哪一

种观点，要求学生收集证据，做出合理的解释，帮
助学生进行有效的反思、整理，帮助学生做出合理
的决策，提高自身论证能力。

２．４　交流成果，评价反思
交流成果环节是此次复习的收官阶段，并且主

要是在课堂内进行，可以采用书面报告、ＰＰＴ以
及微视频等３种形式进行展示［３］。计分环节用小组
计分方式，把学生个人之间的竞争转化成小组之间
的竞争，形成一种 “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格局。
各小组展示环节控制在８ｍｉｎ以内，展示要求见表

３。
表３　交流成果形式的要求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形式 要求

书面报告
将议题社会研究现状、辩论性环节的观点、

解释观点的资料以及辩论体会等以书面形式进行展示

ＰＰＴ
汇总整理价 类二维图涉及的化学方程式以及化学

知识，辩论环节的成果展示图

微视频
按照最终结论得出过程路线，动态展示小组成员

课内课外的取证过程

　　［教师］根据学生开展表现型项目和任务时的
表现，进行观察和对话提供针对性评价反馈。

［学生］学生小组内部、小组之间进行总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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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起对成果细节进行评价，指出不足，并予
以纠正。

［师生探讨］教师引导进行整个议题探讨活动
的总结，有学生依据资料了解金属冶炼与硫酸工业
的生产原理，针对硫酸工厂的主要原料含有硫黄、
黄铁矿 （ＦｅＳ２）、金属冶炼烟气，黄铁矿冶炼燃烧
生成ＳＯ２ 与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恰好是当前炼铁厂最主
要的原料之一，经过讨论后，有学生提出原料综合
利用的想法 （见图６）。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图６　原料综合利用流程

［教师］布置课外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从绿色
化学角度提出硫酸厂与炼铁厂联合办厂。并结合科
学、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的相关条件，小组之间互
相交流，论证想法的可能性。

设计意图：成果交流环节是微项目学习的最后
一个环节，交流之前学生在课外通过收集资料，形
成对化学知识应用在生活中的认知，以 “交流成
果”的形式调动学生展现的积极性。这个环节学生
需要调动所收集的知识，阐述自己的做法，表达自
己的观点，能较好地锻炼沟通表达能力，属于高阶
活动。最终的结果是引发学生对ＳＳＩ的关注和思
考，帮助学生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出决策，实现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

３　实践效果与反思
教学不应该是简单地传授学科知识，引导学生

探索知识的过程及其方法远比获得知识本身更重
要［１６］。基于ＳＳＩ的化学微项目学习在复习课教学
的开展，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复习策略和
新的学习模式，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一种普适的学
习方法，利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社会上的问题，
对以后的学科学习，有如下收获：

３．１　精选主线，提高效益
化学复习课的知识点众多，设计教学复习时，

教师要选择复习主线，整体把握章节知识。学生通
过分析真实问题、完成项目任务，在学习中逐步完
成对核心知识的建构，熟悉使用价 类二维图复习
元素化合物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实现将元素化合物

知识、化学概念、化学原理进行融合，让学生在
“做中学”中提升化学复习课的效益。

３．２　联系生活，激发兴趣
此次复习课的教学结合教材知识，联系生活中

的热点问题，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来创
设教学情境，将所含的化学知识凝练，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并设计开放性问
题以及相互合作的高阶思维活动，给学生创造一个
互助交流的氛围。

３．３　注重参与，提升能力

ＳＳＩ微项目的解决过程中，学生在议题探讨过
程寻找各层面的利与弊，需要把已有学科知识与生
活经验进行整合，将自身的归纳整理和沟通表达能
力综合起来，通过小组合作完成项目，既实现了知
识方法与化学原理的学习和巩固，又发展了学科核
心素养。

３．４　自主学习，提升思维
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在教学中提供支架作

用，主要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课前教师利用多
媒体发布问题，引发学生对论证问题的思考。课上
学生对驱动性问题自主思考，提出解决方案，通过
回顾物质的性质与转化的核心知识，从物质类别和
化合价２个视角进行思考，建立价 类二维图，从
而提升认识元素化合物的思维方式。对于论证环
节，学生通过获取资料、小组沟通和合作等活动，

在充分论证之后，根据立场收集到的证据表明观
点，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梳理和整合，锻炼了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

流程设计也存在需优化之处：（１）教学情境过
于生动活泼，对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要求很高，备
课环节仅靠一人力量完成效果不佳；（２）项目用时
达３个课时，耗时较长，尤其是面对新颖的辩论环
节，存在少量学生缺少足够的兴趣和实施能力而显
得手足无措；（３）项目中环境类情境问题的解决涉
及地理、政治等学科的知识，备课过程中可以多学
科教师合作，实现跨学科融合；（４）后续的项目学
习环节中，哪些知识更适合利用ＳＳＩ进行微项目式
学习、结合的形式怎样设定以及如何达到预设学习
效果，都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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