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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学科大概念视角出发,以 “金属及其性质”为例设计单元整体教学,阐述了根据物

质研究视角确定学科核心概念的思路,并从确定单元教学进阶、确定单元教学目标、基于学情明

确教学策略、创设课堂教学活动、实施 “教 学 评”一体化设计等方面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实践

研究。通过对照实验,体现了单元整体教学的优势,最后从教学设计、学生发展和教师发展等3方

面进行反思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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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整体教学是学科教育落实立德树人、发展

素质教育、深化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科核

心素养落地的关键路径。学科大概念作为单元整体

教学的中心和枢纽,用其统摄单元整体教学是当前

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之一。金属及其性质在初中化

学教学中至关重要,是由学习一种物质 (O2、碳

单质、CO2、CO等)到学习一类物质 (酸、碱、
盐等)的转折点。基于此,以 “金属及其性质”为

例,开展了大概念视域下的单元整体教学实践。
1 基于物质研究视角,确定学科核心概念

大概念是学科知识的核心所在,在教学实践

中,大概念通常表现为一个有用的概念、主题、有

争议的结论或观点、理论等,且可以各种形式呈

现,如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或一个问题

等[1]。大概念的提取路径既可自上而下,如根据课

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专家思维、概念派生;亦

可自下而上,基于生活价值、知能目标、学习难

点、评价标准[2]。金属是化学中的一类典型物质,
故基于物质研究视角,并结合课程标准和概念派生

来提取大概念。
一般而言,研究物质主要从组成与结构、性质

(包含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2个下位概念)、制备、
用途等方面展开,引导学生从物质、条件、现象、
类型及能量变化去多维度地认识化学变化。《义务

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2022年版)》将金属与金属

矿物归为 “物质的性质与应用”这一学习主题,明

确指出 “可从物质的存在、组成、变化和用途等视

角认识物质的性质”[3]。通过构建分类观、性质观、
转化观、化学价值观,可帮助学生从不同视角去认

识和研究物质,故将 “金属及其性质”单元整体教

学的学科大概念拟定为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

化的”(图1)。
学科大概念亦有层级,在 “物质观”与 “变化

观”的统摄引领下,确定了几个次级大概念:(1)
物质制备视角的转化观,体现了 “含相同元素的物

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一思想;(2)物质组成视

角的分类观,体现了
 

“根据物质的组成,可将其分

为纯净物和混合物”这一观念;(3)物质类别视角

的性质观,金属作为一类典型的单质,其物理性质

和化学性质都具备一定的共性;(4)物质用途视角

的化学价值观,不同的金属,生锈条件不同,对其

防护措施也不同;金属生锈这一变化有利亦有弊,
一方面可应用于生活,如暖宝宝、双吸剂等,另一

方面也造成了金属资源的浪费及金属文物的破坏,
因而需合理对金属资源进行保护和利用,综合来

看,是学科价值视角与社会价值视角的融合,体现

了化学价值观。
2 基于真实情境,确定单元教学进阶

“大概念”理念组织的教学应站在 “大概念”
的高度上,选准教学基本问题,选择有效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情境来促进学生科学概念的建构,使其朝

着
 

“大概念”的方向发展[4]。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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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金属及其性质”的学科核心概念框架

重情境的选取,以 “解说三星堆金属文物”为单元

主题,将其拆解成三星堆金属文物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以备受瞩目的黄金面具和青铜人像为载体,
对二者的由来、不同、保护与修复等进行递进式探

讨。以第1课时为例,通过 “情境导入、建构模型”
来初探铜的冶炼工艺;通过 “类比迁移、运用模型”

来共探铁的实验室冶炼,通过 “情境应用、活化模

型”来深探铁的工业冶炼,从而明晰铁的冶炼工艺;
通过 “证据推理、升华模型”来归悟金属冶炼的思

维方法。单元教学对应的主题情境、模型认识、真

实问题解决、大概念进阶设计见图2,充分凸显了

教学情境的进阶性和模型、认知上的梯度感。

Fig.2 Advanced
 

theme
 

situation,model(cognition),solving
 

real
 

problems,
 

large
 

concept
 

of
 

“metal
 

and
 

its
 

properties”
图2 “金属及其性质”教学单元主题及模型 (认识)、解决问题、大概念进阶设计

3 基于课程标准,确定单元教学评价目标

课标、教材、教学情境是制定教学目标的3大

依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2022年版)》[3]中
关于 “金属及其矿物”这一主题做了具体的内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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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道大多数金属在自然界中是以金属矿物形式

存在的,体会化学方法在金属冶炼中的重要性;知

道金属具有一些共同的物理性质,通过实验探究等

活动认识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性质及金属活动性顺

序。知道在金属中加入其他元素形成合金可以改变

金属材料的性能;了解金属、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

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铁生锈为例,了解防

止金属腐蚀的常用方法;了解废弃金属对环境的影

响及金属回收再利用的价值。
明确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2022年版)》

的导向性要求后,结合教材及教学情境确定了单元

及课时教学目标,并参照 “教 学 评”一体化理念

下的评价目标设计路径[5],拟定了各课时的评价目

标,详见表1。
表1 “金属及其性质”单元教学目标

Table
 

1 Teaching
 

unit
 

objectives
 

of
 

“metal
 

and
 

its
 

properties”

单元目标 课时 课时目标 评价目标

通过金属冶炼的原料

选择,建构金属冶炼

的一般思路与方法;
通过感知生活中的金

属制品,理解金属材

料的分类;通过金属

物理性质的归纳,学

会根据物质的性质等

选择材料;
从化学反应的视角,
理解金属单质在化学

性质上的共性与差异

性,认识金属的活动

性顺序;
运用控制变量法,设

计对照实验探究铜生

锈的条 件;建 立 模

型,进一步探究铁生

锈的条件,学会对金

属制品进行正确使用

课时1

1.1通过了解炼铜史,熟悉炼铜原理,构建炼铜的

思路与方法;

1.2通过对实验室炼铁原料的选择,将其应用于工

业炼铁,树立绿色化学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
掌握炼铁的思路与方法;

1.3通过炼铜和炼铁原理的总结,归纳出冶炼金属

的一般思路与方法

1.1通过对炼铜史的自主学习,诊断并发展学生查

阅资料获取信息的能力;

1.2通过对炼铁原理的自主建构与实物感知,诊断

并发展学生物质制备过程中的元素守恒及物质转化

观、环保与经济意识;

1.3通过对金属冶炼思路与方法的总结,诊断并发

展学生的思路结构化水平

课时2

2.1通过分析黄金面具和青铜人像的组成,掌握金

属材料的分类,理解合金的概念;

2.2通过收集生活中常见金属相关的资料与信息,
归纳总结常见金属的物理性质,明确金属物理性质

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2.3通过对生活中常见金属制品的用途及性能分

析,理解选择与利用金属时需考量的各项因素;

2.4通过实验比较纯金属与合金的硬度与熔点,从

性能差异视角理解合金的使用比纯金属更广泛

2.1通过对 “黄金面具和青铜人像”的组成分析,
诊断学生探究物质组成的水平和对物质物理性质的

认识进阶;

2.2
 

通过初步建立材料选择和使用的基本思路和方

法,诊断并发展学生对化学价值的认识水平和问题

解决能力水平;

2.3通过实验操作与实验现象,诊断并发展学生基

于推理和实验水平的探究思维

课时3

3.1
 

通过感知青铜人像的生锈现状,结合前概念知

识,自主构建金属的化学性质;

3.2
 

通过实验操作,探究金属的化学性质,并通过

实验现象判断不同金属的活动性;

3.3结合金属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从结构上理解

金属活动性存在差异的本质原因;

3.4
 

应用金属活动性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渗透化学

服务于生活的理念

3.1
 

通过对 “青铜人像和黄金面具”的现状分析及

原理透视,诊断并发展学生将物质性质与变化相联

系的观念进阶;

3.2
 

通过实验现象归纳金属的化学性质,诊断并发

展学生进行定性实验探究的能力;

3.3通过对金属活动性差异的原理探究及金属活动

性的应用,发展学生 “结构决定性质”的认识进阶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阶

课时4

4.1通过对铜生锈与铁生锈原理的探讨,建立元素守

恒观,并学会将控制变量法思想应用于科学探究;

4.2
 

通过对生活中金属锈蚀的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学会用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事物;

4.3
 

通过分析金属锈蚀原理,学会正确地防止金属

锈蚀,并树立合理利用金属资源的意识

4.1通过控制变量法对铜、铁生锈原理进行实验探

究,诊断并发展学生科学探究的思路与方法进阶;

4.2
 

通过生活中金属防锈的具体措施及生锈原理的

应用实例,诊断并发展学生对化学价值的认识水平

和内涵层面的思路结构化水平

4 基于学生学情,明确教学策略

单元整体教学要促进学生认识发展,关键

之一在于明确教学单元内学生认识的起点、终

点和认识发展的台阶[6]。教学起点是学习者对

从事特定的学科内容的学习已经具备的有关知

识与技能以及对有关学习的认识水平[7],通过

梳理学生的已有知识与能力,明确学生在知识

与能力上的待增长点,从而确定相关的教学策

略,详见表2。
在设计单元整体教学时,除了要完成教科书中

对应的教学内容,还应遵循关联性、必要性、可接

受性等原则,选择部分素材去发挥教学内容的认识

功能[6]。“金属及其性质”单元整体教学尤为注重

课前预习单的创设,让学生对原有知识进行自主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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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金属及其性质”教学起点及策略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trategy
 

of
 

“metal
 

and
 

its
 

properties”

学情分析 教学策略

知

识

上

能

力

上

已有知识
热还原法制备Fe、Cu等金属;Fe、Cu等常见金属的物理性质;部分金属与

氧气、稀盐酸的反应;Fe与硫酸铜溶液的反应

待增长点
不同的金属需用不同的方法来制备;金属在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上的相似性与

差异性;基于金属化学性质对金属活动性的系统理解

已有能力
已形成研究物质的一般思路与方法的能力;初步掌握了实验探究的步骤与方

法;初步具备了从材料中获取关键信息的能力,并有一定的分析表达能力

待增长点
系统地设计实验方案并完成探究的能力;文献资料查阅能力和应用文献信息的

能力;流利的汇报表达能力

根据学生已有的前概念知识,采用课前

预习单,结合每个课时的具体情境呈现

问题,课前查阅资料、课上通过交流讨

论、实验观察、汇报总结等形成对知识

的系统认识

充和丰富,在教学起点和学习内容之间进行更好地

过渡,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不断沿 “最近发展区”
前行。图3呈现了课时2的课前预习单。

Fig.3 Example
 

presentation
 

of
 

the
 

preview
 

sheet
 

before
 

class
图3 课前预习单示例呈现

5 基于学生能力发展,创设课堂教学活动

以大概念为统领进行单元教学,需要设计与学

科大概念相呼应、有一定挑战性的 “学习任务”和

“驱动性问题”,组织学生经历实验探究、分析推

理、关联概括、解释说明等学习活动,促进学生积

累化学认知活动经验,以此发展学生的化学思维,
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8]。

 

“金属及其性质”
教学单元划分为4个课时,分别从不同侧重点来促

进学生对学科大概念的理解:课时1重在培养学生

应用物质转化中的元素守恒观去形成制备金属的一

般思路与方法;课时2重视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在

课堂上对知识自主建构与动态生成,从物质分类观

的角度理解金属材料可分为合金和纯金属,并明晰

二者之间的差异;课时3着重提高学生的实验操

作能力,并从实验现象中理解金属单质在化学性

质上的共性与差异性;课时4注重培养学生用控

制变量法设计对照实验的思维,并学会从生锈条

件出发去理解金属使用的正确措施与方法,从生

锈原理出发去理解金属生锈的利与弊,形成物质

使用的化学价值观。除此之外,结合王磊提出的

化学学科能力表现[9]对4个课时的能力目标进行

编码,各项能力进阶在系列活动与任务中实现

(详见表3)。
表3 “金属及其性质”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Table
 

3 The
 

overall
 

teaching
 

design
 

of
 

the
 

unit
 

of
 

“metal
 

and
 

its
 

properties”

课时 核心问题或任务线索 活动或任务 化学学科能力目标

课时1
 

三星堆金

属文物的过去:
青铜人像和黄金

面具从何而来

1.1青铜人像和黄金面具怎么制成的? 类

似于铜这类金属的冶炼,应遵循什么思路

1.1(1)根据已收集的资料明确黄金面具的制造

过程,并了解炼铜历史;(2)通过讨论,总结出

炼铜技术的思路与方法

1.2
 

生活中常见的金属铁是如何制成的?
如何选择炼铁原料进行实验室炼铁

1.2(1)从环保、含铁量等角度去选择合适的铁

矿石;(2)从接触面积、成本等角度选择合适的

还原剂;(3)小组合作,选仪器画出装置图

1.3
 

工业上如何炼铁? 根据视频分析每种

原料的作用

1.3(1)从工业生产的角度明确对原料处理的各

种方法;(2)根据化学反应原理明确产品成分

1.4
 

金属冶炼的一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 1.4总结归纳金属冶炼方法

1.5呈现背景信息,假如你是炼铁大师,
未来如何在火星上炼铁

1.5小组讨论,在陌生情境中获得关键信息,利

用已总结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A2 2
 

能从炼铜工艺中

总结归纳出炼铜的基本

程序,从而演绎到金属

铁的制备;

C1 2
 

运用金属冶炼的

一般思路与方法,多角

度、全方面地对复杂陌

生、综合性强的问题进

行系统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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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课时 核心问题或任务线索 活动或任务 化学学科能力目标

课时2三星堆金

属文物的现在:
青铜人像和黄金

面具为何截然不

同 (1)

2.1青铜人像和黄金面具在组成上有何不

同? 根据组成成分,如何对金属材料分类

2.1根据课前收集的资料,明确二者的组成,通

过思考,从纯净物和混合物的角度对金属材料分

类

2.2生活中常见的纯金属有哪些? 分别具

有哪些物理性质

2.2小组交流讨论,小组代表发言,提炼出各小

组出现的高频词,总结常见金属的物理性质

2.3
 

你们收集到的金属制品有哪些? 由什

么金属组成? 为什么要选用这些金属

2.3(1)小组讨论,集思广益,选取最典型的金

属制品进行分享;(2)总结各小组汇报成果,提

炼选择金属材料的关键词

2.4你收集到的金属制品中,纯金属多还

是合金多? 为什么

2.4(1)根据收集的资料,纯金属和合金在熔点

和硬度上有较大差异;(2)分组实验,比较熔点

和硬度

2.5介绍钛合金并给出相关信息,假如你

是材料工程师,你会选择将钛合金用于什

么领域

2.5在陌生情境中获得关键信息,抓关键词,结

合生活经验去解决实际问题

A2 1
 

能基于生活经验

对金属的物理性质进行

总结;

B1 1
 

能正确解释金属

的物理性质在生活中的

用途;

B2 1
 

能根据合金在生

活中用途更广泛这一现

象推断出合金具有较为

优异的性能;

B3 1
 

能根据查阅的资

料简单设计实验,证明

合金和纯金属在熔点和

硬度上的差异

课时3三星堆金

属文物的现在:
青铜人像和黄金

面具为何截然不

同 (2)

3.1黄金面具表面金光闪闪完好无损,青

铜人像却锈迹斑斑,为什么二者会出现如

此大的差异

3.1(1)思考,联系到与金属的化学性质有关;
(2)回顾旧知,已学过的金属会与哪些物质反应

3.2探究不同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3.2(1)观看演示实验,分别在酒精灯上加热铜

片和黄金,观察实验现象;(2)通过回忆和浏览

课本了解其他金属与氧气的反应

3.3探究不同金属与酸的反应

3.3分组实验,进行Mg,Zn,Fe,Cu与稀盐酸

的反应,看气球胀大的程度,并将产生的气体导

入肥皂泡中进行点燃

3.4探究不同金属与盐溶液的反应
3.4(1)回忆Fe与CuSO4溶液的反应;(2)观

看视频,将光亮铜丝插入AgNO3溶液中

3.5金属活动性强弱原理探析
3.5结合金属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思考为什么

金属活动性顺序有所差异

3.6
 

播放视频,针对市面上用黄铜代替黄

金以假乱真的现象,如果你是珠宝鉴定

师,可以用什么方法鉴别真假黄金

3.6小组讨论,应用金属的化学性质及各金属的

活动性顺序解决实际问题

B2 1
 

能够基于现象进

行证据推理,初步预测

金属的活动性强弱;

B3 1
 

动手实验,比较

不同金属的活动性强弱;

B3 2
 

利用金属的活动

性差异,设计方案鉴别

真假黄金

课时4
 

三星堆金

属文物的未来:
金属文物的修复

与保护

4.1青铜人像为何会由金黄色变为青绿色?
变化的实质是什么? 可能和空气中的哪些

成分有关? 如何分别设计实验证明

4.1(1)根据已查阅的铜锈的主要成分,基于元素

守恒,对铜生锈的原理提出猜想;(2)分组设计实

验方案,分别证明Cu生锈与H2O,CO2,O2有关

4.2生活中常见的铁制品又是如何生锈的

呢? 设计实验予以证明

4.2(1)阅读课本提供的相关资料,了解铁锈的

主要成分;(2)分组合作,设计实验证明铁生锈

与H2O,O2有关

4.3铁生锈同时消耗氧气和水分,这一原

理在生活中有哪些用途? 铁生锈又给我们

带来了什么弊端

4.3(1)联系生石灰吸水可作干燥剂,谈论铁粉

在生活中的用途;(2)利用铁生锈是一个缓慢氧

化放热过程,思考铁粉的用途;(3)小组交流,
谈谈金属生锈在生活中的弊端

4.4利用金属生锈的原理,假如你是文物

修复师,如何对生锈的青铜人像进行修复

与保护

4.4根据铜生锈的原理及给出的相关信息,讨论

得出对铜锈的清理方法,以及铜制品防锈的措施

B2 1
 

根据铜锈、铁锈

主要成分的化学式,推

论铜生锈、铁生锈的原

理;

B3 2
 

仿 照 铜 生 锈 与

H2O有关的实验,设计

实验证明铜生锈与CO2,

O2有关;

C2 2
 

系统设计完整的

实验,证 明 铁 生 锈 与

H2O,O2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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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目标效果,实施 “教 学 评”一体化设计

大概念教学最终指向的是学生能自主地解决真

实世界的问题,与此相对应,斯特恩提出3种评价

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学习性评价 (assessment
 

for
 

learning),目的是为学习的推进收集证据[12],即

基于学习单元目标的预设和生成,对学生在教学活

动中的学习行为、学习体验方式及学习任务的完成

等方面进行评价[10],亦即 “教 学 评”一体化。
“金属及其性质”单元教学 “教 学 评”一体化设

计详见表4。
表4 “金属及其性质”教学单元 “教 学 评”一体化设计

Table
 

4 “Teaching,learning
 

and
 

evaluation”
 

integrated
 

design
 

of
 

“metal
 

and
 

its
 

properties”

课时
评价目标

(对应表1)

评价内容

(对应表3中

活动或任务)
评价方法

课时1

1.1 1.1
课前预习单的生生互评,学

生口头表达反馈

1.2 1.2,1.3
学生展示并讲解装置图,组

内互评,师生互动

1.3 1.4,1.5 小组讨论,生生互评

课时2

2.1 2.1,2.2
学生课前预习单的完成度,

教师予以反馈

2.2,2.32.3,2.4,2.5
小组讨论,学生交流与表

达,教师分析反馈

课时3

3.2 3.2,3.3,3.4
学生的实验操作动手能力,

对实验现象表达的准确性

3.1,3.33.1,3.5,3.6
小组合作,提出解决实际问

题的具体方法,小组互评

课时4
4.1 4.1,4.2

学生小组合作设计实验探

究铜生锈、铁生锈的原理,

组间互评,教师总结反馈

4.2 4.3,4.4 学生回答问题,师生互动

7 单元教学实践效果反馈

指向大概念的单元教学评价需要关注学生解决

新情境中新问题的能力[11]。对我校初三同等层次

的不同班级进行教学,分别采用传统的教学逻辑和

上述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传统教学按照人教版化

学义务教育教科书的编排内容和顺序来展开:
(1)第1课时认识常见纯金属的物理性质,进而

学习合金的定义及相关性能;(2)第2课时学习

金属的化学性质,通过课本实验,来归纳总结金

属活动性顺序表; (3)第3课时认识常见的矿

石,并学习铁的实验室冶炼和工业冶炼;(4)第

4课时探究铁生锈的条件,并结合生锈原理学会

保护金属资源。通过同课异构进行对照实验,经

过完整的学习后,分别以下述2道情境化试题为

例进行结果性评价:
【题1】关于炼锡,《天工开物》中指出 “凡

炼煎亦用洪炉。入砂数百斤,丛架木炭亦数百

斤,鼓鞴熔化。火力已到,砂不即熔,用铅少

许勾引,方始沛然流注”“售者杂铅太多,欲取

净则熔化,入醋淬八九度,铅尽化灰而去。出

锡唯此道”。
(1)洪炉中加入的炭,其作用是  ,

这里的 “砂”主要成分是SnO2,炼锡所应用的反

应原理是  。
(2)“砂不即熔”,加入铅能使锡更快熔化,是

因为  。
(3)锡中混有的铅可通过醋酸除去,锡、铅都

能 和 醋 酸 反 应,但 锡 与 醋 酸 反 应 生 成 的

(CH3COO)4Sn与水反应会得到醋酸 (CH3COOH)
和难溶性的氢氧化锡,以此来实现锡与铅的分离,
对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题2】金属文物的生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追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已知

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人像,其表面的锈分为2种:
无害锈和有害锈。无害锈能保护青铜人像,有害锈

则会使其受损加剧并不断扩散。
已知CuCl2·3Cu(OH)2 是一种典型的有害

锈,土壤中的含氯物质与Cu在一定条件下生成

CuCl,CuCl与 氧 气、水 继 续 发 生 如 下 反 应:

4CuCl+4H2O+O2 ■■CuCl2·3Cu(OH)2+
2HCl。

(1)无害锈能保护青铜人像的原因可能是  
 。

(2)有害锈会使青铜人像受损加剧,是因为其

具有疏松多孔的结构,具有 性。
(3)为了有效保护锈蚀的青铜器,第一步需清

洗,常用蒸馏水反复多次漂洗锈蚀的青铜器,该方

法中不用自来水清洗的原因是  。
(4)青铜人像表面最常见的铜锈主要成分为

Cu2(OH)2CO3,加热易分解产生3种氧化物,其

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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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该铜锈还可溶于常见的酸,综合以上信息,可

采取哪些方法去除这种铜锈?  。
对2种不同教学方式的各班级得分取平均分,

统计情况见表5。
表5 不同教学班在情境化试题中的得分

Table
 

5 The
 

scores
 

of
 

different
 

classes
 

in
 

the
 

situational
 

questions

题1(总分6分) 题2(总分10分)

传统教学班级 3.25分 4.89分

单元整体教学班级 4.49分 6.31分

  可以看出,2道试题的得分率并不高,说明解

决陌生情境中的任务,对所有学生而言是较难的。
但毋庸置疑,用大概念进行单元整体教学,对于提

高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已初见成效。

8 单元教学实践反思

大概念视域下的单元整体教学对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育、关键能力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但其优势

已不言而喻:
(1)从教学设计角度来看,案例依据学生学习

现状和认知水平,以人教版教材为主,纵向调整了

教学顺序,实现超越教材逻辑的整合,筛选震惊世

界的 “三星堆”为情境素材,精心设计适合激发学

生好奇心与求知欲的问题情境,将学生的学习起点

与教学目标相整合,并用学科大概念对金属及其性

质相关内容进行梳理提炼、概括重组,形成了大单

元视野下既前后连接又相对独立的4个课时,对教

学内容进行纵向发掘,串联起一系列的知识点,整

体构建了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2)从学生发展角度来看,学生的能力和素

养进阶可以通过教学评价得以体现。案例中的教

学评价分布于课前的预习单、课中的表现型任

务、课后的情境化试题等,真正将教、学与评价

融为了一体。除了在情境化试题中学生更胜一筹

之外,面对教学中的表现型任务,学生实验动手

的能力、设计实验的思维、口头表达的流利程度

等都得到了很好的提高。经课后访谈,不少学生

亦有同感,如学生A指出 “学习物质其实就是去

研究它们的性质、用途、制备等,从这几个角度

出发,我们从某些熟悉的金属类推,几乎学习了

所有金属的相关性质及制备方法,这种从个别到

一般的归纳,好像能适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再

如学生B指出 “上完了这几节课,我深深体会到

化学应用于生活的价值感,想到我可以鉴别真假

黄金,有一天甚至可以去火星上炼铁、可以研究

前沿材料、可以修复金属文物,满满的自豪感

啊”。因而,可以说,从大概念视域出发的单元

整体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更多概念背后的内涵,
引导学生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世界,真正做到了

在 “教书”中 “育人”,实现了让学习发生,让

素养落地。
(3)从教师发展角度来看,教师行动研究在

教学实践中开展,是以改进教学实际、解决教学

中的问题为目的,通过加深自己对所从事的教学

实践活动的认识及教育情境的理解而进行的一系

列反思性探究活动[11]。在 “金属及其性质”的单

元整体教学实践中,教师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在

实践中反思,再次修正理论,经过 “理论 实践

理论”的循环调试,实现了教学设计的发展性、
反思性和生成性,更通过循证式教学改进的自主

行动研究,不断增强自我效能感,促进了自身专

业成长。除此之外,在立德树人视野下,教师应

突破 “教学”
 

(pedagogical)意义上的 “PCK知

识”局限,走向更为宽广的 “育人”
 

(educational)
 

意义上的 “ECK (Educational
 

Content
 

Knowledge)
 

知识”,即 “学科育人知识”[13]。教学实践中,教

师打破常规,改变以往采用教材逻辑设计课时教

学的做法,敢于突破自我,尝试将最新教育教学

理念应用于实践,不再以单纯的知识掌握为目

标,而是更关注学生知识、能力与素养的共同进

阶,于教师而言,实现了ECK模型中学科知识

和育人知识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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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化学教育高峰论坛通知

由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化学教育》编辑部、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 “第七届 《化学教

育》读者、作者、编者学术交流会暨全国化学教育高峰论坛”将于2023年8月17-2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隆重举行。
 

一、会议主题
 

新征程、新课标、新理念。
 

二、会议内容
 

(1)新版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指引下的基础化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2)中职和高职

化学课程标准指引下的职业化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3)大学一流化学学科建设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4)一流化学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5)化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6)化学一流专业建设与

实践;(7)内蒙古特色化学教育与实践;(8)化学教育研究及论文写作规范。
范围:各类型、各学段化学教育,包括基础、高等和职业化学教育、非化学专业的化学教育等。
三、会议注册及交费方式

 

所有参会人员必须在网上注册报名,网址:http://www.chemsoc.org.cn/meeting/hxjy2023,请按

照网站提示操作即可。尽早注册,可以享受会议费优惠。

立即扫码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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