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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针对现有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教材中*科学探究+栏目的设置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科学探究+栏目在教材

中的具体分布!并对栏目的类型"编写的特点以及原有教材中该栏目编写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具体论述# 结合 #$!& 版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对科学探究的要求!提出了*科学探究+栏目编写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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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年 ! 月#教育部最新颁布了-普通高中

化学课程标准"#$!& 版%/

)!*

#最新版课程标准在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实验

版%/基础上进行了相应改动#进一步增强了化学

学科的育人功能#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育人要求& 其科学性+思想性+整体性都得到了一

定提升& 在 #$!&新版课程标准中#主旨为发展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在 #$$+版的基础上增设学科核

心素养部分#并将其细分为'宏观辨识与微观探

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

任(五个方面)!*

#并从这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课

程目标& 其中#'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作为其中

的一个素养在科学探究方面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

求& 科学探究有两层含义!一是科学家的探究过

程#二是教学或学习的过程)#*

& 在高中化学课程

中#指的就是第二层含义& 在目前高中化学教材

的多个内容中#都涉及与科学探究有关的内容&

另外#在人教版高中必修教材中#更是特别开设了

'科学探究(栏目#借此来提高学生对科学探究的

理解认识水平#形成科学探究的意识#培养学生科

学探究的能力&

!5%科学探究&栏目的设置分析

!*!5科学探究栏目在教材中的分布及类型

对人教版的高中化学必修教材'科学探究(

栏目进行统计#共计数目 !"个& 它们在教材中的

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所示& 由表 !可以得知!'科

学探究(栏目贯穿整个高中化学必修教材之中#

但在每个章节中出现的频率并不一致& 必修 ! 第

三章金属的性质中涉及的'科学探究(栏目数量

是最多的#占到了整个必修 ! 的一半以上& 必修

#则在元素周期表的第一章出现频率最高#在第

四章没有'科学探究(栏目& '科学探究(栏目为

学生提供了探究课题#创设了另一种学习情境#呈

现了整个科学探究过程#体现了知识获得的过程

和方法&

在人教版的 !" 个'科学探究(栏目中可以看

到#教材提供的探究素材都是有区别的& 故可按

照探究的主要内容+探究的实施方式以及探究的

完整程度#将'科学探究(栏目进行相应分类#如

表 #所示& 在'科学探究(的设置中#根据实际内

容可分为四类!数据与文字的整理归纳+实验现象

的探究与思考+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物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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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探究& 其中后面三类都是和化学实验相结

合的探究#也就是说!'科学探究(栏目主要以探

究实验为主#并辅以数据文字的统计归纳等内容&

按探究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学生个体探究和合作

探究#将 !" 个'科学探究(按照组织形式进行分

类后#只有'XZ

#

尽可能被水吸收的方案设计实

验(中涉及小组合作探究#其他所有的探究都是

学生个体探究#学生的合作探究并未得到相应的

重视& 按完整程度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部分探究和

整体探究& 从统计的数目可以看出#在高中化学

必修教材中涉及的主要是部分探究&

表 !5%科学探究&栏目在教材中的具体分布

教材 序号 探究主要内容 所处章节 页码

必修 !

!

!@(H不同气体+固体+液体的体积的比较计算及结

论归纳
第一章第二节 化学计量在实验中的应用 !+

4

!"

# 胶体和溶液的性质比较和区分 第二章第一节 物质的分类 #3

4

#&

+ 铝热实验 第三章第一节 金属的化学性质 "-

" 铁与水蒸气反应的探究实验 第三章第一节 金属的化学性质 ,$

,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探究 第三章第二节 几种重要的化合物 ,3

3

V>

+

M和V>

#

M的转化 第三章第二节 几种重要的化合物 3!

&

XZ

#

尽可能被水吸收的方案设计实验 第四章第三节 硫和氮的氧化物 %#

必修 #

- 碱金属元素的原子结构和性质关系探究 第一章第一节 元素周期表 ,

%

元素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和原子半径+元素化合价

的变化规律
第一章第二节 元素周期律 !"

4

!,

!$ 元素金属性和非金属性和原子序数的规律探究 第一章第二节 元素周期律 !,

4

!3

!! 原电池的实验装置设计 第二章第二节 化学能与电能 "!

!# 甲烷的取代反应 第三章第一节 最简单的有机化合.甲烷 3!

!+ 石蜡油的分解实验 第三章第二节 来自石油和煤的两种基本化工原料 3&

!" 醋酸和碳酸的酸性强弱探究 第三章第三节 生活中两种常见的有机物 &,

!*#5%科学探究&栏目中探究要素分析

根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年版%/

可以得知#科学探究具体由 -个探究要素组成!提

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划+进行实验+收集证

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 根据

这 -个探究要素在每个'探究栏目(中的体现程

度)+*

#按其数目统计如表 +所示&

表 #5人教版%科学探究&栏目的类型

分类标准 具体类别 数量

按探究的主要内容分

数据与文字的整理归纳 +

实验现象的探究与思考 +

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 "

物质性质的实验探究 "

按探究的实施方式分
学生个体探究 !+

学生合作探究 !

按探究的完整程度分
部分探究 !!

整体探究 +

从表 +可以观察到#一些探究要素在具体的

'科学探究(栏目中并未得到体现#也就是说#大

部分探究栏目中体现出来的探究要素都是不完整

的& 另外#教材在'提出问题(以及'制定计划(两

要素方面对学生的要求不高#大部分都是由教材

直接给出#而在具体的进行实验和收集证据等方

面则重点需要学生去完成#间接体现出来& 另外#

教材基本不要求学生对问题进行猜想和假设#且

在此方面对学生基本不做能力要求&

从表 +也可以看出#每个探究要素在'科学探

究(栏目中并不会都表现出来& 课堂本身的容量以

及时间+设施限制等因素都会使部分探究更容易在

课堂上实施开展起来& 但是根据统计#在'科学探

究(栏目中更加侧重'进行实验(和'收集证据(这

两个探究要素#而在学生自主提出问题能力+互相

交流+进行反思评价等方面培养力度不够&

表 +5%科学探究&栏目中探究要素的统计

探究要素 直接体现数目 间接体现数目 并未体现数目

提出问题 !+ $ !

猜想与假设 $ + !!

制订计划 !$ " $

进行实验 $ !+ !

收集证据 $ !" $

解释与结论 , % $

反思与评价 $ & &

表达与交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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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探究&栏目的特点分析

#*!5探究内容贴近生活$符合学生认知水平

从 !"个'科学探究(栏目来看#研究对象主

要是来自生活层面#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了

解#本身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 比如'原电池的

实验装置设计(中#教材推荐的实验用品就是来

自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取的'手电筒用小灯泡('果

汁(等#既能勾起学生的探究兴趣#体会化学学习

的乐趣#又能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达到探究的

目的&

#*#5注重培养环节$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科学探究和创新意识相辅相成#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 科学探究是具体的实践#而创新意识

是抽象的思维& 一方面#学生在培养创新意识的

过程中#离不开具体的科学探究& 另一方面#科学

探究能够顺利的进行#学生创新思维起到的作用

不可忽略& 在人教版必修 !和必修 #的 !"个'科

学探究(栏目中#其中有 " 个探究的主要内容就

包括了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 例如!在'铁与

水蒸气反应的探究实验中(#教材要求学生设计

出一套实验装置#并进行相应的实验探究#这在一

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验组织能

力& 不过#在这个实验装置设计中#教材给出了实

验的原理#并对装置的组成部分予以提示& 而在

'XZ

#

尽可能被水吸收的方案设计实验(中#教材

并未事先提供相关药品和仪器#而是由学生自行

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创新思维的锻炼和

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 "个是实验方案的

设计与评价#+ 个是通过数据与文字的整理归纳

来得出规律及结论#其它 & 个需要进行实际的化

学实验操作& 可以说#化学实验是'科学探究(栏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5 采用多种实验探究方法$全面提高学生创

新思维

在'科学探究(栏目中#运用了多种实验探究

方法#并且体现在多个栏目中#同时#每个栏目涉

及的方法也不止一种& 通过多种探究方法#有利

于学生更容易理解抽象的概念与知识#加深对新

学知识的认知程度& 教材中'科学探究(栏目运

用到的常见实验探究方法如下!

一是对比法& 在'胶体和溶液的性质比较和

区分(实验中#就用到了对比法& 通过在'科学探

究(过程中胶体与溶液对比#学生更易于理解'丁

达尔效应(#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牢记并学会应用&

同样#在'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实验(的探索

中#通过对比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溶解性+碱性+

热稳定性等#既加深了学生对钠盐的相关知识的

理解#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将利用化学方法对碳酸

钠和碳酸氢钠进行区分鉴别&

二是演绎.归纳法& 演绎.归纳法被运用到

元素周期律的科学探究中& 教材对元素周期表第

三周期进行探究#首先根据提出的问题进行演绎#

即根据已有实验认知#比较钠+镁+铝分别与酸和

水反应的难易程度#得出这三种金属性活动的强

弱& 其次#比较硅+磷+硫+氯单质与氢气的反应的

条件难易+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合物的酸性强

弱#得出第三周期的金属性和非金属随原子序数

变化的规律& 最后#进行归纳得出元素周期律&

元素周期律本身是非常抽象的理论知识#且在课

堂中无法一一进行实验验证& 因此#通过其中一

个周期的实验研究#再推理归纳出元素周期律#会

比教师直接给出结论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三是其他方法& 比如控制变量法+观察法+资

料分析法等& 在'科学探究(栏目中#这些方法同

样很重要#能够帮助学生顺利完成探究过程#达到

认知目的&

+5%科学探究&栏目编写的建议

在新的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课程结构发生

了一定改变#原来的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现在被

划分为必修课程+必修选择性课程和选修课程&

原来的必修 ! 和必修 # 合并成 , 个主题#但主要

的课程内容变动不大& 另外#'科学探究(栏目主

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素养#而且

这个素养又具体划分为四个水平层次&

随着高中课程标准的改革#相应的教材也在

随之变动& 因此#根据新的课程标准#针对原有的

人教版化学必修教材#为新教材中'科学探究(栏

目的编写提供一定的编写建议&

+*!5 遵循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更加强化先进

的教学理念

教材中'科学探究(栏目的编写同样要遵循

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根据化学课程标准#以发展化学学科

核心素养为主旨$"+%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和人文

性$""%密切结合学生实际$",%体现先进的教学

理念)!*

& 一套教材的编写是一个整体#虽然'科

学探究(栏目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从小范围

看#科学探究内容的选择应该服从以上 , 个基本

原则& 从目前现有的教材而言#这 , 个方面在教

材中都有所体现#但对于先进教育理念#例如 R R̂

-#



第 "期 龙云飞#等!高中化学必修教材'科学探究(栏目的研究

的教育理念#即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

教育#在新课标的教材中体现偏少#要进一步充实

和强化&

+*#5增设学生提出探究问题环节

'提出问题(是'科学探究(栏目中非常重要的

探究要素之一& 而在目前教材中#对学生自身提出

探究问题的能力要求非常低#'科学探究与创新意

识(素养的培养基本停留在低水平层次#都是由教

材直接给出探究问题然后进行探究实验& 然而#一

些研究表明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以及提问的能力都

比较薄弱& 因此#在设计'科学探究(栏目时#首先

就可以提供一定的材料#再通过与同学的讨论或在

老师引导下要求学生提出有探究意义的问题& 例

如!在铝热反应的探究实验中#就可以根据生活中

已知的铝制水壶的常识#引发学生提出铝壶为何受

热不会融化等探究问题&

+*+5减少部分探究$增加整体探究

从整体来看#整体探究和部分探究是相互补

充的#并且各有优劣& 在课堂上#部分探究容易实

施#整体探究则比较难以实施& 然而#比起部分探

究#整体探究更能体现科学探究的过程& 但从目

前的教材布局看#部分探究占到了 -$d以上#而

整体探究明显偏少#应该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增

加整体探究的比例& 例如对于 '过氧化氢的氧化

性和还原性的探究(#就可设置成为一个整体的

'科学探究(栏目&

+*"5减少个体探究数目$增加合作探究数目

就科学探究的意义而言#科学家进行探究活

动#基本都是以合作探究的模式完成的& 个人的

力量是不够的#分工合作才能既高效又更容易解

决问题& 因此#应该相应减少个人探究#增加合作

探究#比如在进行探究实验时就可以将学生照座

位分组#小组内进行实验并研讨#最后一起完成相

应的探究实验& 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合作科学探

究#让学生形成合作探究的意识#并且掌握分工合

作的相关方法#培养并提升他们合作探究的能力&

"5结语

通过对'科学探究(栏目的研究#论述了'科

学探究(栏目的特点#分析了目前教材编写上的

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科学探究( 栏目的类型

还算较为完善#所选取的内容也贴近于生活#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出 R R̂ 的教育理念$在科学探究的

探究要素的体现上#过于倾向具体的实验过程和

结论#而对于基本的提问环节+猜想假设+讨论交

流+反思评价等开放性程度大的环节重视不够&

在教材编写中应进一步强化先进的教学理念#适

当增设学生提出探究问题环节#增加整体探究+合

作探究等&

参考文献!

%!& 教育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版(%P&*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王后雄*新概念化学教学论'第 #版(%P&*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 罗秀玲*对 +套高中化学必修模块教材中科学探究栏

目的思考%C&*化学教育!#$!$'3()#3

4

#-*

H#=#'%+"$(,"#/$530($.*<+-#(,-.-+ F(I3-%&+ -(

,"#/$0135=$%& !#A,J$$E= $.<#(-$%K-;"<+"$$5/"#0-=,%&

=ZX6]K1Q>)# =_T91U)1G# =_WF)# \O<XRLK

"R0L((H(Q\L>@)IJ:S91' \L>@)09H<1G)1>>:)1G# OK191 W1)?>:I)JS(QR0)>10>91' >̂0L1(H(GS# B)91GJ91 "!!#$!# \L)19%

!"#$%&'$! F)I0KII)(1IL9?>U>>1 09::)>' (KJ(1 JL>I>JJ)1G(QJL>'I0)>1J)Q)0)1aK):S( 0(HK@1 )1 JL>0K:A

:>1J0(@[KHI(:S! 91' # L)GL I0L((H0L>@)IJ:SJ>̀JU((2I(Q8>([H>cI<'K09J)(1 8:>II>')J)(1*̂ L>I[>0)Q)0')IA

J:)UKJ)(1 (QJL>'I0)>1J)Q)0)1aK):S( 0(HK@1 )1 JL>J>̀JU((2IY9I919HSb>'# 91' JS[>(QJL>0(HK@1# 0L9:90J>:A

)IJ)0I(QJL>0(HK@1 0(@[)H9J)(1# 91' '>Q)0)>10)>I)1 JL>0(@[)H9J)(1 (QJL>0(HK@1 )1 JL>(:)G)19HJ>̀JU((2

L9?>U>>1 >̀[(K1'>'*\(@U)1>' Y)JL JL>:>aK):>@>1JI(QJL>#$!& L)GL I0L((H0L>@)IJ:S0K::)0KHK@IJ91'9:'I

Q(:I0)>1J)Q)0)1aK):S# JL>[9[>:[KJIQ(:Y9:' :>H>?91JIKGG>IJ)(1IQ(:JL>0(@[)H9J)(1 (QJL>0(HK@1 (Q'I0)>1J)QA

)0)1aK):S(*

()* +,%-#! 0(HK@1$ I0)>1J)Q)0)1aK):S$ )1aK):S>H>@>1JI$ 0(([>:9J)?>)1aK):S

"责任校对5莫秀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