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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has swept through, providing teachers with more teaching mode choi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large unit teaching, as an emerging teaching method, is gradually receiving people’s attent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core	literac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Then,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advantages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methods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large 
unit teaching based on core literacy from multiple aspects, for the exchange and reference of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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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教育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为教师们提供了更多的教学模式选择。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
教学方式，正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论文总结了核心素养的背景和意义和初中化学教学现状，然后根据大单元教学的概念
和优势，从多个方面探究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大单元教学实践方法，以供相关人士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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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中，传统的以知识点为单元的教学

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综合素质，大单元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逐渐受到关注。

在初中化学教育中，大单元教学强调学习内容的内在逻辑和

整合性，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具有明显的优势。

2 核心素养的背景和意义

核心素养的背景和意义是当前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初中化学教育中。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包括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等方面。核心素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初中化学是

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物质组成、结构、性质、变化

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化学，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化学基础

知识，还可以培养实验技能、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

力等，这些能力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 初中化学教学现状分析

初中化学教学现状分析是当前教育领域关注的重点之

一。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化学教学也在不断改进

和完善。然而，当前初中化学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

进行分析和解决。以下是对初中化学教学现状的分析：首先，

初中化学教学存在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陈旧的问题。许

多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

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兴趣。这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缺

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存在不足。实

验教学是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

各种原因，如实验器材不足、实验安全问题等，导致实验教

学开展不够充分，学生无法亲身经历实验过程，难以理解和

掌握化学知识。此外，学生的化学基础参差不齐也是一个问

题。有些学生在学习化学之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化学基础，

而有些学生则相对薄弱。这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需要

教师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进行差异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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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单元教学的概念和优势

大单元教学是一种基于学科核心内容的教学方式，它将

学习过程划分为较大的单元，强调学习内容的内在逻辑和整

合性，同时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大单元教学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大单元教学能够更好地适应学

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学

习效率。大单元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较

大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自主规划学习进度、选择学

习内容、解决问题等，这些经历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1]。

5 大单元教学备课的流程和策略

在初中化学教育中，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备课

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方法将学生的全面素养作为优先考虑因

素，强调知识、技能、情感和价值观的综合培养。下面将

探讨这一备课过程的关键流程和策略，以确保教育目标的实

现。①核心素养的明确定位：在备课之前，教师应明确定义

教育目标，明确核心素养的要求。这包括科学知识的掌握、

实验技能的培养、科学探究的兴趣培养以及科学伦理和社会

责任的培养。②课程设计与大纲制定：在备课的第一步，教

师应制定教学大纲，确保大单元的主题、教材、实验等内容

与核心素养目标一致。大纲应包括每个单元的学习目标、教

材选择、评估方式等。③教材筛选和适配：选择与核心素养

匹配的教材，并根据学生的水平和需求进行适配。这有助于

确保教材能够促进素养的全面培养。④实验设计与执行：强

调实验技能的培养，确保实验与教学内容相契合，并鼓励学

生主动参与设计和执行实验。⑤启发式教学策略：利用启发

式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鼓励他们提出问题、

进行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⑥个性化学习和反馈：通过个性

化学习路径，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提供及时反馈以促进他

们的进步。⑦评估与反思：使用多样化的评估方法，评价学

生的知识、技能、情感和价值观。同时，教师和学生都应反

思教学过程，不断改进备课策略。

6 大单元教学内容的设计

6.1 依据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确定大单元主题
在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大单元教学实践中，教学

内容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教学内容的设计应依

据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来确定大单元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小单元设计。首先，主题的选定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主题

的选择应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能够涵盖化学学科的核心知

识和技能，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例

如，在初中化学中，“物质的变化和性质”是一个重要的主

题，它涵盖了化学反应的基本概念和物质变化的基本规律，

是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主题下的小单

元设计也是教学内容设计的重要环节。小单元的设计应注重

知识的系统性、内容的层次性和教学材料的丰富性。在“物

质的变化和性质”这一主题下，可以设计一系列的小单元，

如“化学反应的类型”“物质变化的类型”“物质变化与物

质性质的关系”等，通过这些小单元的学习，学生可以更深

入地理解化学反应和物质变化的基本概念。此外，教学内容

的组织和呈现也应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在教学过程中，应

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将新知识与旧知识联系起来，帮助学

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应多

样化，可以通过实验、探究、讨论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最后，大单元教学应注重培养

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中，应注重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核心

素养。例如，在“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这一主

题下，可以通过实验探究的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化学实验

的过程，培养他们的实验能力和观察能力 [2]。

6.2 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呈现
在化学教学中，知识的系统性可以通过将不同主题和概

念进行连接和整合来实现。例如，在单元“物质的变化和性

质”中，可以将物质的性质与化学反应联系起来，让学生了

解不同类型的物质变化是如何影响物质性质的。此外，也可

以通过回顾以前学过的知识，如原子结构、元素、化学式等，

来与当前主题进行关联，帮助学生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3]。

内容的层次性是指将教学内容分为不同层次，以适应

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进度。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学生的认

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因此教学内容的层次性至关重

要。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逐步引导他们深入理解

和掌握化学概念。例如，在单元“酸和碱”中，可以首先介

绍常见的酸和碱，然后逐步深入探讨酸碱中和反应以及酸碱

指示剂的原理。这种分层次的教学方法有助于确保每个学生

都能够跟上教学进度并逐渐提升自己的学习水平。

7 大单元教学实施的方法和策略

7.1 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应用
在大单元教学实施过程中，选择和应用适当的教学方

法和策略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

们的学习效果。

探究式教学是一种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方法，

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在初中化学教学

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施探究式教学：在每个大单元的开

始，教师可以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学生可以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自己探究化

学现象。例如，在“制取氧气”这一主题下，学生可以进行

制氧实验，观察氧气的性质和特点。教师可以提供学生所需

的资源，如图书、实验材料和互联网资源，同时给予适当的

指导，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和发现。

合作学习是一种有助于学生相互合作、交流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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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技能。在初中

化学教学中，可以采用以下策略来推动合作学习：学生可以

分成小组，共同研究复杂的概念或问题。例如，在“燃料及

其利用”这一主题下，小组可以讨论不同类型的燃料以及它

们对环境的影响。鼓励学生互相帮助，共同解决问题。这有

助于巩固他们的学习，并培养互助精神。学生可以在小组内

分工合作，每人负责不同的任务，如实验设计、数据收集和

报告撰写。这有助于培养时间管理和组织能力。

实验教学在化学教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能

够让学生直接体验化学现象，培养他们的实验技能和观察能

力。教师应确保实验室安全，提供必要的安全指导，包括

穿戴实验室装备和正确处置化学废物。学生需要学习如何收

集、记录和分析实验数据，以便得出结论并验证假设。这有

助于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和科学推理能力。

7.2 针对学生差异的策略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敏锐地察觉学生的差异，包

括学习兴趣、学科理解程度、学习速度等方面。通过不同的

教学方式、材料和任务，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例如，

在“化学方程式”这一大单元中，教师可以列举锌与盐酸反

应产生氢气的实验，通过实验现象引入化学方程式的概念，

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会产生氢气？这个反应过程是如何发

生的？然后引出化学方程式的定义和组成要素，引导学生分

析化学方程式的组成要素：反应物、生成物、反应符号和反

应条件。提示学生根据实验现象分析反应物和生成物，并写

出反应方程式：锌 + 盐酸→氢气 +氯化锌，这样对于理解

能力较弱的学生可以提供更直观的实例和图像，而对于理解

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完成基础教学后可以提供更复杂的案例

和拓展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每个学生

都能在自己的舒适区域内学习。针对个别学生的学习难点，

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和指导。通过与学生的沟通，了解他们的

疑惑和困惑，并给予及时的解答和帮助。

7.3 动态调整教学进度的策略
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学进度的动态调整是确保学生能

够循序渐进地学习并充分理解教学内容的重要策略。通过诊

断性评估，教师可以及早发现学生的学习困难和差异，了解

他们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在教学计划中留出一定的弹性

时间，以应对不同学生的学习差异和需求。当学生需要更多

时间来理解和巩固某个概念时，教师可以适当延长教学时间

或提供额外的练习机会。反之，若学生对某个概念掌握较好，

则可以提前进行知识拓展或引入一些实际案例。

7.4 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的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对于优化教学策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图片、

视频、动画等形式，展示化学实验、物质变化和化学原理等

教学内容，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强他们的理

解能力。例如，在“酸和碱”这一主题中，可以利用动画演

示酸碱中和反应的过程，帮助学生理解这一抽象概念。信息

技术可以实现远程教学，使优质教学资源得以共享，同时也

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可

以利用远程教学资源进行反复学习和理解；对于学习优秀的

学生，则可以拓展学习内容和探索更深层次的化学知识。信

息技术可以创建虚拟实验环境，让学生在家中也能进行化学

实验。这不仅可以避免实验危险，还可以提供更多实验机会，

加深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8 结语

大单元教学在初中化学中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

能力和沟通能力。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适应学生的需求

和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在

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和应用大单元教学方

式，以推动化学教育的进步，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综合

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张跃.学科核心素养下的高中化学大单元教学策略探究[J].数理

化解题研究,2022(27):134-136.

[2] 赵春花.基于初中化学核心素养的自主课堂教学实践研究[J].文

理导航:教育研究与实践,2021(12):2.

[3] 陆平.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创新与实践的研究[J].

数理化学习,2021(2):5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