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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程标准改革,在初中阶段化学课堂教学中应重视和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更全面发展。

在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溶液的形成教学是化学学科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探究溶液的形成过程,学生可

以更好地理解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应,培养他们的实验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基于此,本文介绍了初

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探讨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特别是以“溶液的形成”这一教学单元为例,

有效实施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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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core competencies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developed in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ing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more comprehensively. 

In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lassroom teaching, the formation of solution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chemistry. By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olutions,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and reactions between substances, and cultivate their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abilities. We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core literacy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explore the value of core literacy in 

chemistry, and take the teaching unit of "solution formation" as an example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core 

literacy in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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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科核心素养已经成为了各科教学中的重点。2022年

教育部研制印发《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中,凝练了义务教育

化学课程要培育的核心素养。[1]提出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化

学学习过程中应达到的基本素质和关键能力,包括科学素养、实

验技能、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等。这些核心

素养不仅涉及知识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态度

的形成。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化学知

识体系,理解化学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激发学生的

科学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 

义务教育阶段的化学教育,不仅要引导学生更全面地认识

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而且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

生活,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

多方面都得到良好的发展。[2] 

1 初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概述 

义务教育阶段的化学课程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该体现基础性和启蒙性。[3]一方面,要提供给学生未来发展需要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以不同的视角认识物质世界,并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实验和讨论帮

助学生体验科学探索的过程,激发他们的探究兴趣,培养学生从

“知识理解”到“应用实践”再到“迁移创新”的思维模式。

教师在教学时必须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初中

化学核心素养是属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一部分,是学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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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发展的具体体现。引导学生初步认识化学与生活、化学与

环境、化学与人类等等关系。具体而言,初中化学学科四大核心

素养主要包括：一是“化学观念”；二是“科学思维”；三是“科

学探究与实践”；四是“科学态度与责任”[4]。 

2 培养初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 

(1)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化学的学科特征在于其是在原

子、分子、粒子等微观层面探究事物的本质。使学生形成抽象

转化具体,培养“化学观念”的核心素养。初中化学课堂是高中

化学的基础。通过课堂教学逐渐掌握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 

(2)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

科学,运用好实验是学生学好化学最有力的手段之一。[5]通过实

验教学,学生可以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体验科学的魅力,

培养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应该加大对

实验教学的投入,建设良好的实验环境,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建立起科学的观念,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世界,增强对科学

技术的认知。 

(3)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化学是一门与社会生产和生活

紧密相关的学科,初中化学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科学精

神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还能激发学

生的探究欲望,鼓励学生进行科学探索,培养创新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3 “溶液的形成”课堂教学设计 

3.1教材分析 

人教版九年级下册化学教材第九单元《溶液》是由课题1

溶液的形成；课题2溶解度；课题3溶质的质量分数三个部分组

成的。加以延伸有关溶液的概念、实验、应用融为一体。[6]第

一课题溶液的形成是溶解度和溶质的质量分数的基础,有承上

启下的作用。在之后学习的酸碱盐当中也会涉及到溶液,并且本

节的某些知识点在考试中也占有一定的分量。所以有必要让学

生对溶液有系统的概念,并学以致用。 

3.2学情分析 

初中阶段的学生对“溶液”并不陌生,在课堂教学中有一定

的感性认识。但学生在生活体验和知识应用上略显不足。学生

通过九年级上一学期对化学的接触,已经形成了化学观念,培养

了一定的学科核心素养。因此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探究的方式自

主学习。 

3.3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表 1 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核心素养

引入
题目：溶液的形成

观看生活中的几种溶液。

从简单的生活问题入手,复习学生已有的知识,增强

学生的学习信念。

化学观念

科学态度与责任

创设情境 提问：在生活中碰到的水溶液和化学中的溶液一样

吗？

引导学生根据真实问题情境,提出问题,让学生感受

到化学与生活密切关联。

化学观念

探究活动 1

设计蔗糖溶液和氯化钠溶液的形成实验,根据实验

步骤完成实验。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得出实验结论。

通过微视频呈现出氯化钠分子与蔗糖分子的运动

轨迹。

根据已有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并学以致

用。

科学探究与实践

探究活动 2
设计实验：溶质在溶剂中溶解性的比较

根据实验步骤进行实验,记录现象,分析结论。

根据溶液的概念使学生能够清晰认知溶解性的含义 科学探究与实践

探究活动 3

设计实验：溶解时的放热或吸热现象实验

根据实验步骤,边做实验边进行实验记录并分析实

验结论。

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进一步了解溶液溶解时,会使

温度发生变化。

科学探究与实践

探究活动 4

设计实验：油分散在水中的实验

根据实验顺序进行实验,观察实验现象并做记录,

讨论分析实验结果。

使学生了解化学与生活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出日常

化的现象叫乳化现象

化学观念

科学探究与实践

知识迁移
完成随堂练习第 17 题 发展学生的知识理解到应用实践再到迁移创新的能

力,使学生在新情境中结合思考新问题解决问题。

科学思维

总结 学生对本节探究课程进行总结 学生进行总结,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并认识到本节

课的重难点。

科学态度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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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溶解实验现象,知道溶剂、溶质、溶液的概念。 

(2)知道物质溶解的微观实质,了解能量变化与微粒间相互

作用的关系。 

(3)了解乳化现象,知道溶解与乳化的区别。 

能力目标：学习科学探究实验方法,培养核心素养,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3.4教学流程 

实验探究一般包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做出猜想、设计

实验并完成实验、得出结论、反思评价等步骤。[7]本节课以“溶

液的形成”为载体,创设实验室真实情境,引导学生根据已学的

化学知识,设计实验方案流程图,并实施实验,得出实验结果。

(见表1) 

3.4.1课前准备 

实验一：药品：蒸馏水、蔗糖、氯化钠(固态)；仪器：玻

璃棒2个、烧杯2个。 

实验二：药品：碘、蒸馏水、汽油、高锰酸钾；仪器：试

管4支、试管架、药匙。 

实验三：药品：氯化钠(固态)、氢氧化钠(固态)、硝酸铵(固

态)；仪器：烧杯3个、玻璃棒3个、温度计3个、称量纸3张。 

实验四：药品：蒸馏水、植物油、洗洁剂；仪器：试管2

支、试管架、胶头滴管2个、橡胶塞2个、烧杯1个(废液缸)。 

3.4.2课程实施 

【创设情境】问题情境创设越丰富,使学生头脑中形成普遍

性越强,让学生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系统。最重要的是,通过情境

创设教学,能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进行思考,对形成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尤为重要。 

(设计思路：观察生活中常见的溶液,能否知道日常生活

中所说的“溶液”与化学中的“溶液”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与学生探讨得出溶液的概念。那么溶液有哪些基本特征

呢？) 

【探究活动】探究性学习使学生形成学习的主人,体现了学

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创新精神。 

实验一：溶液的概念 

在两个烧杯中各加入蒸馏水,一个烧杯中加入一些蔗糖,另

一个烧杯中加入氯化钠,用玻璃棒搅拌,观察现象(见表2)。让学

生观察和分析氯化钠溶于水的微观现象(见图1)。 

表2 氯化钠与蔗糖溶于水 

氯化钠 蔗糖

实验现象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设计,引导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对溶

液的概念形成初步认识。) 

 

图1 氯化钠溶于水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氯化钠溶于水的微观过程,复习物质

的性质,使学生在微观—宏观—符号三者之间建立联系。) 

实验二：溶质在溶剂中溶解性的比较 

通过碘＋水、碘＋汽油、高锰酸钾＋水、高锰酸钾＋汽油

的两组对比溶解性实验(见图2),让学生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

(见表3)。 

 

图2 碘和高锰酸钾的溶解性比较 

(设计意图：通过对比实验使学生在探索过程中发现本质和

规律,使抽象转化为直观和现象。使学生了解同一物质在不同溶

剂中的溶解性是不同的,不同的物质在同一溶剂中的溶解性也

是不同的。) 

表3 碘和高锰酸钾的溶解性比较 

溶质 溶剂 现象

碘 水

碘 汽油

高锰酸钾 水

高锰酸钾 汽油

 

实验三：溶解时吸热或放热现象 

利用等量的固态NaCl、NH4NO3、NaOH三种物质的溶解时吸

热或放热现象,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观察和分析实验过程

(见图3),并进行实验现象记录(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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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溶解时吸热或放热现象 

(设计意图：通过不同物质的溶解,使学生了解溶解过程中

伴随着热量的变化,提高学生的感官能力。) 

表4 溶解时吸热或放热现象 

溶质 NaCl NH4NO3 NaOH

溶解性

实验现象

 

实验四：油分散在水中的实验 

在两支试管中加入水滴和植物油,观察试管中的液体是否

分层。向其中一支试管中滴入洗洁剂。用胶塞分别塞紧试管,

振荡,观察现象。静置几分钟再观察现象(见图4),并及时记录实

验现象(见表5)。 

 

图4 乳浊液的形成和乳化现象 

(设计意图：通过化学与生活的切合点入手,使学生了解化

学与人类生活是密切相连的。提高学生的理解理论知识到应用

实践的能力。 

表5 乳浊液的形成和乳化现象 

 

【知识迁移】课堂练习完成练习册第17题。该题涉及到了

碘分子在汽油中溶解的微观过程,并考察了溶液的基本特征,使

学生能够辨别溶解与乳化现象的区别。 

设计意图：学生在完成试题当中,要结合课堂进行的实验现

象及实验结果,难度有所提升。通过碘分子的分布图应温习九年

级上学期的内容,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通过课堂练习提高学

生的知识理解到应用实践再到迁移创新的高阶思维。 

【总结】学生对本节课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

总结,如图所示(图5)。 

 

图5 知识总结 

3.5教学反思 

3.5.1创设真实情境,活跃课堂气氛 

情景素材是情境教学实施的有效载体。[8]当选择情景素材

时不应该信手拈来,而是应当精挑细选。要考虑知识的连接性,

形成大概念知识体系,并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使学生对新知产

生求知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结合探究过程有效落实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溶液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

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物质能够溶解在水中？为什么不同的物

质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溶解度？如何通过实验来探究溶

液的形成？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知识在特定情境中产生和发

展的体现。 

3.5.2构建学科模型,深化概念理解 

在本节课中概念以及在分子的作用下溶解是抽象的内容。

使学生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知识,不能用探究实验进行的部分

应适当加入微视频,使学生形成微观—宏观—符号进行表征,加

深对化学学科的理解。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征是化学独

特的表示物质及其变化的方法。[9]在教学过程中应做到教—学

—评一体化,有利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发展学生的能力,更好

的落实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4 结束语 

在“溶液的形成”这节课通过创设真实情境,以问题探究开

展教学。并且将探究式教学真正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动

手能力的同时,形成科学素养、实验技能、问题解决能力、批判

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旨在帮助学生建立化学知识体

系,理解化学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激发学生的科学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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