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水和溶液"解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初中化学大单元教学

【摘要】大单元教学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在实施初中化学教学时，教师应整合

教学内容，提取大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设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促使学生对化学形成

整体的认知，同时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鉴于此，本文将以"水和溶液"为例，从四个方面

入手，详细阐述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初中化学大单元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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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化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新时代下，教师要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

己任。根据钟启泉教授的观点，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是推动课堂转型的重要支点。所

谓的"大单元教学"，是指以有联系的教学内容为基础，以大概念为核心，以大项目、大任务

或大问题的形式进行的完整的教学活动。大单元教学不但可以推动课堂转型，还可以助力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因此，教师应把握核心素养培养时机，实施大单元教学。

但难以使学生把握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学生建构完整的知识结构。如在学习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中"水的净化"的内容时，学生如果没能认识到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不

同，将很难理解为什么可以依据物质的性质对混合物进行分离，这不利于他们进行科学探索，

会直接影响他们核心素养的发展。

对此，在实施大单元教学时，教师立足教材编排特点，以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为入手点，

打破单元界限，整合教材分节单元中如"分子和原子""爱护水资源""水的净化""水的组成""

溶液的形成""溶解度""溶液的浓度""常见的酸和碱""生活中常见的盐""人类重要的营养物

质"的内容。如此整合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了解物质的性质、用途及其关系，天然水如何

变成饮用水，溶液的形成过程，进而积累生活经验，为在生活中应用化学做好准备。基于此，

教师生成三项内容："物质的分类""物质的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物质在生活中的应用"。

由此可见，教师一步步整合教学内容，生成大单元内容，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点及其联系，

建构知识的整体结构。

一、整合教学内容

整合教学内容是大单元教学的要求，也是实施大单元教学的基础。教材是教师实施化学

教学的依据，介绍了诸多有联系的化学知识。因此，在实施大单元教学时，教师要研读教材，

把握知识联系，由此整合教学内容，生成大单元内容，夯实大单元教学基础。

鲁教版初中化学教材内容中，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探秘水世界、第三单元溶液，九年级

下册第七单元常见的酸和碱、第八单元海水中的化学等主要的章节都是建立在“水”、“溶

液”的基础之上。教材设计的内容都在“水环境”之中，而第五单元定量研究化学反应、十

一单元化学与社会发展等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实验教学设计上都涉及“水与溶液”。

教材的内容立足于学生熟悉的生活，分散地编排了关于水和溶液的内容。如此编排虽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从不同角度认知水和溶液，同时减轻学习负担。可是在实际教学活

动中，学生表现出对不同阶段的知识“间歇性”遗忘。对于构建学生的化学基础认知和发展

学生化学学科素养存在一定的阻力。

二、提取大概念

大概念是大单元教学的核心知识，又高于单元知识，彰显了知识点之间的密切联系，是

学生建构知识整体结构的基础。在整合教学内容后，教师要提取大概念。大单元教学内容是

教师提取大概念的依据。教师可以梳理单元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上联"核心素养，"下挂"

教学内容，由此自"上"而"下"地提取出大概念，推动大单元教学开展。

纵观"水和溶液"大单元的三项内容，这三项内容是学生发展化学核心素养的"助手"，便



于学生了解"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有利于学生形成整体认知。如在学习"物质的化学

性质和物理性质"时，学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认识到物质的多样性，并对其进行分类，

进而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化学观念：学生可以进行科学实践活动，发现问题，提出猜测，

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操作，由此了解不同物质的溶解性、水的分散性，发展科学探究能

力，并在此基础上感受到水和溶液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这有利于他们发展科学态度与

社会责任素养。对此，教师提取大概念——性质决定用途，以便学生经历科学实践过程，从

"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这三个方面切实了解水和溶液的性质与用途，明白性质决定用

途，同时潜移默化地发展化学核心素养。

三、设定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大单元教学的指南。大单元教学目标包括单元目标和课时目标。在整合教学

内容、提取大概念后，教师要以"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何种程度”为入手点，精心设定

单元目标忽然课时目标，以此明确教学方向。

（一）多元分析，设定单元目标

多元分析是教师设定单元目标的重要方式。多元分析主要分析的单元内容、学生学情。

由此，教师围绕核心素养设定单元目标。

一般来说，初中生刚开始接触化学，对化学的认知不足，化学探究能力不强。在这样的

情况下，学生倘若对“水和溶液”内容进行死记硬背，将承受不小的学习负担。初中生虽然

在化学学习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但大都喜欢进行交流讨论、实验探究。此外，不少初

中生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已借助多样的途径，对水和溶液形成了感性认知，这有利于他们

进行课堂探究。教师立足教学内容与学生学情，把握二者的切合点—是学生进行交流讨论、

实验探究，掌握单元内容，并据此设定以下单元目标。

目标 1：进行交流讨论、实验探究，宏微结合，了解水喝溶液的组成与性质，水、溶液

在组成以及性质的差异，感知物质性质以及用途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

化学观念，发展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素养。

目标 2：体验实验探究活动，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推理，了解外界条件对物

质溶解性的影响，溶液在组成上的差异对其性质、用途的影响，发展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素

养。

目标 3：讨论、探究与自来水的处理相关的问题，了解清洁水资源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掌握过滤、蒸馏等方面的知识，会用水和溶液的性质解决现实问题，发展科学态度与社会责

任素养。

上述单元目标为教师指明了教学方向，便于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应用适宜方法引导学生

学习、掌握单元内容，同时发展学生化学核心素养，达成预期目标，提升大单元教学效果。

（二）细分内容，设定课时目标

大单元教学讲求教学的整体性，而教学过程由不同课时构成。课时教学是推动大单元教

学开展的关键。课时目标是实施课时教学的依据，实现课时目标是实现单元目标的支撑。因

此，教师要细分单元内容，将其划分为不同的课时，并以单元目标为导向，设定具体的课时

目标。

在实施"水和溶液"大单元教学时，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学情，将整个大单元教学过

程划分为七个课时。之后，教师从"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角度入手，设定了七项课时目

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体验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等活动，了解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情况，感受水

资源对人类的重要影响，了解水的元素组成，氢气的性质与用途，能依据物质元素对物质进

行分类，发展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素养。



目标 2：通过体验合作交流、实验探究等活动，了解水的溶解性、分散性，知道溶液的

组成，感受物质溶解过程中的能量变化，感知物质性质与物质用途之间的关系，发展宏观辨

识与微观探析素养，形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目标 3：通过体验实验探究活动，了解物质溶解情况与溶质、溶剂性质之间的关系，不

同物质在性质与用途方面的差异，知道在水中加速溶解油脂的方法，发展宏观辨识与微观探

析、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素养。

目标 4：通过体验实验探究、合作交流等活动，了解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等概念，知

道在一定量的溶剂中，大部分物质可溶解的量是有限的，知道物质的溶解性会受到多种外界

条件的影响，发展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素养。

目标 5：通过体验实验探究、自主探究等活动，了解溶液组成的表示方法，知道溶质质

量分数的概念以及如何进行简单计算，能依据要求配制相应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感知不同

浓度溶液的性质及其对用途的影响，发展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素养。

目标 6：通过体验实验探究、设计方案等活动，了解处理自来水的过程，知道可以依据

物质性质分离混合物，掌握净化水的几种常用方法，发展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科学探究与

创新意识、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素养。

目标 7：通过体验设计方案、合作交流等活动，了解化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能用化学

知识解决海洋资源利用问题，发展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素养。

在上述课时目标的指引下，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应用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逐步建构"

性质决定用途"这一大概念，做到学有所得，达成预期目标，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四、设计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是大单元教学的重中之重，是学生认知大概念、发展核心素养的依托。大单元

教学有问题化的知识、情境化的问题两个要点。因此，在实施大单元教学时，教师可以在教

学内容、大概念以及教学目标的支撑下，以问题、情境为抓手，设计教学活动，促使学生掌

握化学知识。以第一课时为例，教师可如此设计教学活动。

（一）问题化的知识

问题是大单元教学的基础。在有效问题的作用下，学生不但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应用

多样方法进行探究，还可以一步步地认知大概念，发展核心素养。因此，在实施大单元教学

时，教师要依据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将化学知识转化为一个个问题，促使学生解决问题，

扎实掌握相应的化学知识。

课时目标 1：涵盖了水资源的分布、水资源的价值、水的元素组成等内容。围绕教学内

容与课时目标，教师在实施第一课时的教学时，设计了如下问题：当物质在水中溶解时，水

的性质是否会发生变化？水的性质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说明物质的

溶解对水的性质有怎样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水有怎样的用途？水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

现实生活中的水都是纯净物吗？在课堂上，教师依据教学需要，不断地向学生提出不同的问

题，以此让问题贯穿整堂课，使学生始终都能积极思考、解决问题，掌握课时内容，初步认

知"性质决定用途"这一大概念，为学生进一步的认知做好准备。此外，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会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科学探究，进而发展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素养。

（二）情境化的问题

情境是大单元教学的支撑。在情境中体验时，学生会产生解决问题的兴趣，着力解决问

题；学生会了解化学与生活的关系，在生活中应用化学。因此，在设计问题后，教师还要联

系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应用适宜的手段创设教学情境，实现问题情境化，助推课堂教学的

开展。

在实施第一课时的教学时，教师利用交互式电子白板播放"水是生命之源"的视频。在观



看视频的过程中，学生走进现实生活，从不同角度了解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情况、人类日常

用水情况等。同时，不少学生自发地迁移生活经验，联想其他相关的内容，从而加深对水的

现实价值的认知。然后，教师在交互式电子白板上呈现图片。在观察图片的过程中，学生了

解到世界上不少地区面临着缺水问题，如非洲地区、我国的西北地区等。此时，有的学生产

生认知冲突，自发提问："地球不是被称作水球吗？为什么却有不少地区存在缺水问题？"

教师对其进行赞赏，并就此组织自主探究和小组交流活动，驱动学生探究某些地区水资源匮

乏的原因。之后，教师根据学生的探究情况，精心点拨，促使其形成正确认知。由此可见，

创设情境可以实现问题情境化，有利于学生用多样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发展科学态度与社会

责任素养。

结语

总之，在核心素养培养背景下，教师要高度重视大单元教学，结合大单元教学的特点，

整合教学内容，提取大概念，设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借此发展学生化学核心素养，

提升化学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