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118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6 期·2021 年 8 月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

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1]。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出了高考命题的立德树人

的核心价值导向，减少机械记忆的考查，避免使用题海战术

就能得分的情况，从而聚焦学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落

实，改变高中育人方式，培养和选拔综合型人才。

2019年 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深入剖析了“一核四层四翼”如何落实

到命题中，实现高中化学核心素养的有效评价 [2]。

在这一部分的复课教学中要做到知识点的全覆盖，同时

也要为有机化学选做题的复习打好基础，在教学过程中笔者

设计了四个微专题，每一板块的教学内容与核心素养的落实

分布如下：

微专题一：《烃 化石燃料的综合利用》该模块包括“常

见烃的结构和性质”“同系物、同分异构体”“化石燃料的

综合利用”。

微专题二：《生活中两种常见的有机物 基本营养物质》

该模块包括“乙醇和乙酸”“基本营养物质”。

微专题三：《常见有机物的结构分析》该模块包括“常

见有机物的空间结构（原子共面问题）”“卤代烃或饱和一

元醇等有机物的同分异构体的种数”。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首先分析有机物的结构特征引导学生

从分子原子角度剖析结构与性质的关系进而再由性质自然地

推理至其应用。深化学生“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

的化学思维方式，落实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现以微专题三《常见有机物的结构分析》为例，深入剖

析在高三有机化学选择题的复课中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落实。

课堂上设计了两个探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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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一】常见有机物的结构特点。

【环节一】回顾甲烷、乙烯、苯、乙炔这 4种常见有机

物的结构、空间构型、共面原子数目。

【设计意图】发展学生“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的学科

核心素养。在复习回顾这些物质的性质后，引导学生建构模型。

顺势进入环节二。

【环节二】建构思维模型。

该环节中引导学生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问题一：甲烷分子中心碳原子有什么样的结构特征？

有这样结构特征的碳原子其共面原子的数目有什么规律或

特点？

学生通过讨论思考不难发现，甲烷中的碳原子为饱和碳

原子，而这样的饱和碳原子与邻近的 4个原子形成正四面体

结构，其中在正四面体结构模型中任意 3个原子共平面。于

是学生得出结论——有机物中每出现一个饱和碳原子，至少

3个原子共平面。

问题二：乙烯分子结构特征是怎样的？有这样结构特征

的分子其共面原子的数目有什么规律或特点？

学生通过分析乙烯的结构，其结构的核心是“碳碳双键”。

于是得出符合乙烯分子结构特点的分子至少6个原子共平面。

得出结论——有机物中每出现一个碳碳双键，至少 6个原子

共平面。

问题三：苯分子结构特征是怎样的？有这样结构特征

的分子其共面原子的数目有什么特点？共线的原子数有什么

特点？

学生通过分析苯的结构可知其结构核心为苯环。苯环的

结构特征是其中 12个原子全部共面且处于对位的 2个碳原子

和 2个氢原子共 4个原子共直线。得出结论——有机物分子

中每出现一个苯环，至少 12个原子共平面。至少 4个原子共

直线。

问题四：乙炔分子结构特征是怎样的？有这样结构特征

的分子其共线原子的数目有什么特点？

学生还会发现乙炔分子的结构特征为“碳碳叁键”直线

型结构，其分子中 2个碳原子和 2个氢原子一定共直线。于

是得出结论——有机物分子中每出现一个“碳碳叁键”至少

4个原子共直线。

【探究二】陌生有机物分子中原子共面问题的解答。

【归纳总结】陌生的有机物分子可以拆分为甲烷、乙烯、

乙炔和苯结构片段的组合，在每一个片段中运用每种有机物

的结构特点求解分子中共线或共面的原子数目有多少。

得出结论：结构不同的基团连接后原子共面分析。

①直线与平面连接，则直线在这个平面上，所有原子共

平面。

②平面与平面连接：如果两个平面结构通过单键相连，

由于单键的旋转性，两个平面可以重合，但不一定重合。

③平面与立体连接：如果甲基与平面结构通过单键相连，

则由于单键的旋转性，甲基的一个氢原子可能暂时处于这个

平面上。

示例：

分子中共平面原子至少 12个，最多 13个。

在这一环节的教学中，通过对典型的有机物的结构的学

习和归纳，建构出了有机物共线、共面问题的思维模型。运

用模型去解决实际问题，发展了学生“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的化学核心素养。

在归纳总结后笔者设计了两道练习题用于巩固学生本节

课所学。

【典例 1】a、b、c的结构如图所示：

（a） （b） （c）

中所有碳原子处于同一平面

的二氯代物有三种

、b、c三种物质均可与溴的四氯化碳溶液反应

、b、c互为同分异构体

解析：A项，a中右侧三角形中的碳均为饱和碳，不可

能与左边三角形共面；B项，b中外侧三个顶点均为“CH2”，

且等效，因而二氯取代物只有两种；b中不含有碳碳双键，

不能与溴的 CCl4溶液发生加成反应，C项错误；a、b、c三

种物质的化学式均为 C5H6，因而互为同分异构体，D项正确。

答案：D

【典例 2】①、②、③三种物质的分子式均为 C9H12。下

A.①与苯互为同系物

B.②的一氯代物只有 2种

C.①和②分子中所有碳原子均可处于同一平面

D.②和③都能使 Br2的 CCl4溶液或酸性KMnO4溶液褪色

解析：①的苯环上连有烃基 ，与苯互为

同系物，A项正确。

② 中有图示 2种类型氢原子，其一氯代物只

有 2种，B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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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存在 ，②可看作 4个—CH===CH2

取代甲烷中的 4个氢原子，故①②中所有碳原子均不可处于
同一平面，C项错误。

②③都含有碳碳双键，都能与 Br2发生加成反应，使 Br2

的CCl4溶液褪色，也都能与酸性KMnO4溶液发生氧化反应，

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D项正确。

答案：C

总结本节课内容并反思，本节课解决了有机物分子中原

子的共面问题，建构模型解决问题。发展了学生“宏观辨识

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学科核心素养。

这部分的复课教学中笔者将其复课内容分为三个模块。

分别为：

微专题一：《认识有机化合物》该模块包括“有机化合

物的分类及官能团”“有机物的结构表示及命名”“同分异

构体的书写和种数判断”“研究有机物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微专题二：《烃和卤代烃》该模块包括“烷烃、烯烃、

炔烃的结构和性质”“芳香烃”“卤代烃”。

微专题三：《烃的含氧衍生物》该模块包括“醇和酚”“醛

的结构与性质”“羧酸、酯的结构与性质”。

微专题四：《生命中的基础有机化合物 合成有机高分子

化合物》该模块包括“基础营养物质”“合成有机高分子化

合物”“有机推断与合成题解题策略”。

通过这些模块的教学落实学生“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的学科核心素养。

此项微专题的复课教学可引导学生进一步自主探究学习

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形成化学学科核心观念；结合学生

以前的知识和已有的经验，引导学生自主归纳某一类型高考

题的解题思维模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

力和归纳总结能力，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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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业质量，与教师互动多的学生学习积极性更高。

的影响

“互联网＋教育”作用于景观规划课程，对学生学习效

果的影响可以从课前、课堂、课后三个方面来进行。

①课前发布学习任务，引用慕课视频介绍章节课程的先

导知识，让学生对课堂内将要学习的内容有初期概念。根据

学生问卷结果，近七成学生认为先导知识的预习更有利于后

续的学习。

②课堂上学生通过雨课堂获取 PPT课件内容。课件翻页

同步到手机，避免了后排学生看不清课件的困扰，也避免了

部分同学只顾拿手机拍课件而忽略了教师讲解的重点；课堂

练习答题直接提交到教师后台，避免了腼腆的同学不敢回答

问题的尴尬；课上有疑问直接弹幕留言，避免了让问题和灵

感一闪而过。课件内还可插入微课视频、引用慕课视频链接、

设置课堂考核等多种教学形式及互动模式。根据学生问卷结

果，八成以上的学生认为“互联网＋”工具引入课堂使上课

过程更有趣。

③课后，学生可继续在线向教师请教所学内容，回看和

复习课件及视频。教师通过雨课堂等软件调取的考勤、答题

情况、观看课件次数、课后复习情况等后台数据，比教师人

为监管的更精准更具体。通过课后复盘，学生能填补课堂内

获取的知识漏洞，教师能得到精确的上课情况反馈，在后续

的教学过程中，能针对性的调整状态，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互联网＋教育”的模式若在民办高校课

程中普及，将发挥很大的益处，也颇有发展前景。现阶段，

互联网技术应用的主要实践方式还是在传统教室借助网站、

APP、插件、公众号等辅助软件实现，教育成本低教学效果好。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教育界深度发展，将来的教育会实现软

硬件结合模式，如建设专门的数字教学实验室和虚拟现实实

验室，届时的“互联网＋教育”一定会带给师生更多新体验

和新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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