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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资源 ,是促进学生发展实现课程目标的工具。教师是化学教材资源的

生成者、重组者和教学目标的构建者 ,不应照本宣科地“教教材”,而应创造性地开发和使用教材 ,设

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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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正掀起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热潮 ,化学教材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

面 ,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实

验)》以及《上海市中学化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

等编写出版的高中化学教材已有人教版、上科版等

多种。教材的指导思想与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一致

的 ,内容符合新课标要求。在继承和发展了以往教

材特点的基础上 ,又在化学教育的理念和课程内容

形式等方面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概括起来 ,

具有以下特点 : (1)把科学探究作为学习的目标和内

容 ; (2)落实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本要求 ,着意

提高未来公民的科学素养 ; (3)重视化学科学研究过

程的呈现和方法的指导 ,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 ,激发

兴趣 ; (4)注重学科间的融洽、STS 观念和化学前沿

科学的渗透 ; (5) 教材资源呈现形式生动 ,是促进学

生发展的工具 ; (6)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

会问题 ,培养社会责任感、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 ,着

眼学生未来的发展 ,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

受新教材理念的启发 ,为充分发挥教材资源在课程

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这里 ,笔者就在教学活动中生成

教材内容及意义 ,如何创造性地开发和有效地使用

新教材资源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一论述。

1 教材资源生成的教学意义

1 . 1 教材资源的价值在教学互动和体验过程中生

成和充实

教材是为开展教学活动以使师生、生生互动生

成新的教学资源和产生知识提供的一种范例和素

材 ,不是唯一和不变的 ,而是诸多例证的一部分。教

材的作用在于引导学生以它所提供的范例为情景而

形成某种化学概念和思想 ,而不是获得具体的知识

和结论。形成同一种化学概念和思想的范例有许

多 ,途径也是多样化的 ,例如研究催化剂对化学反应

速率的影响 ,既可用 MnO2 (教材中范例) ,也可用

Fe3 + 、生物酶 (如含过氧化氢酶丰富的新鲜猪肝) 作

催化剂 ,催化双氧水分解产生氧气 ,本质特征都能降

低反应活化能 ,不同之处是活性温度范围不同。由

于教师和学生的差异性 ,形成同样的化学概念可以

选用不同的范例 ,采用不同的方式。因此 ,不应机械

地拘泥于教材中的素材 ,只要能够促进化学概念的

形成同时又适合教与学要求的任何素材都是教材内

容的组成部分。教材内容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

不断丰富、更新和不断发展。

教材内容不是独立于学习主体而以客观真理的

姿态摆在学生面前 ,等待学生去掌握的静止的知识

体系 ,尽管我们通过一定的语言和化学用语赋予教

学内容的外在形式 ,但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产生任

何意义 ,它必须经过教师和学生基于自己的经验背

景和认知水平进行主动建构、感悟和体验 ,才能获得

其意义。例如 ,在讲 SO2 的漂白性时 ,演示“实验活

动 4. 13”(上科版) 或实验 [ 6 - 2 ] (人教版) 后 ,可组

织学生设计另一实验让学生探究 :向热的品红溶液

中通入 SO2 气体 ,观察现象并先引导学生猜测原

因。现象是品红溶液不褪色。然后引导学生阅读资

料 :“SO2 跟某些有色物质化合生成的无色物质不稳

定 ,受热后容易分解释放出 SO2 气体 ,而恢复原来

有色物质的颜色”,这一教学内容的生成从不同侧面

和角度使学生较深刻地认识了 SO2 漂白性的特征。

也就是说 ,教材内容的价值与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的

活动和体验内在相关 ,与学生的自主参与程度紧密

联系 ,离开具体生动的学习过程 ,教材内容只是一纸

文字符号。

1 . 2 教材内容是一个开放的持续生长的原创资源

每个学生都在以自己的经验为背景 ,以自己的

方式生成对课本内容及意义的理解 ,由于不同学生

的已有经验及对经验的看法不同 ,因此理解相同的

教材内容 ,不同的学生会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

方式、不同的思路 ,获得不同的感悟和体验。教材内

容的动态生成一方面包括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料文

本”的理解 ,另一方面师生在教学交往活动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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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变化以及由此获得的感悟、生成的体验、领略到

化学思维方法等都是教材内容生成的表现 ,这些体

验本身就是教材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材内容的

意义正是在不同体验的交锋和碰撞中得以丰富和提

升的。例如 ,讲授甲酸的结构时会提到醛基及其特

征反应———银镜反应。若仿照乙醛来做这个实验应

该不能获得成功。可引导学生探究实验失败的原

因 ,获得实验成功的关键条件即控制溶液的 p H。

取 2 mL 4 %的甲酸溶液 ,逐滴加入 NaO H 溶液到

p H 为 12～13 ,然后滴加约 4～6 滴银氨溶液 ,静置

于 60 ℃水溶 2min～3 min 即可生成光亮的银镜。

在体验中 ,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 ,实

实在在地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感觉到自我智慧

的力量、情感的满足。这种体验会对学生的后续学

习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使其个性不断发展。反过

来 ,它又会进一步使师生的体验更丰富 ,使教学的意

义不断生成。这种相互促进作用的不断循环 ,使教

材内容不断生成 ,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开放的再生

资源。

2 教材资源的开发与使用

新课改教材不再是预先规定好的 ,等待学生去

学习的教学内容 ,而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一种教学资

源 ,这种资源的价值只有在生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

才能动态地生成 ,离开了学生富有个性的参与和体

验 ,教材内容就失去了意义。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要深入分析并准确把握教材所体现的课程目标

和教育理念 ,以此为出发点创造性开发和使用教材 ,

而不要为教材所束缚 ,应使教学过程成为教材内容

的持续生成与意义建构的过程 ,成为学生学会学习

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2 . 1 结合学生的元认知体验确定生成教学资源

元认知 ,是认识主体对认识活动的自我意识、自

我监控和自我调节。元认知体验表现为对完成化学

学习任务把握程度的体验 ,遇到学习困难时的体验 ,

化学学习效率的体验等。传统的教材观把教材看作

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全部 ,处处以教材为中心 ,教师所

能做的只是想办法如何把教材上规定的教学内容教

给学生 ,几乎没有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权。新教材不

再是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 ,它仅是实现

课程目标的一种案例或范例。这就意味着实现同一

个课程目标 ,可以采用不同的案例 ,而教材中的案例

仅是诸多案例的一部分 ,它虽然是正确的 ,但可能远

离所教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例如 ,在讲苯

酚的酸性时 ,为了理解课本中苯酚的酸性比碳酸的

酸性还要弱 ,可补充如下拓展性实验 : (1) 向苯酚浊

液中分别加入纯碱和小苏打 ; (2)把苯酚浊液滴入少

量约 3 mol/ L NaAlO2 溶液中。通过实验现象的体

验 ,使学生对苯酚的酸性有更牢固的把握。新知识

的学习是建立在学生认知结构中用来同化新知识的

原有知识基础上的 ,教师在处理教材时 ,应根据教材

内容和学生现有知识 ,生成教学内容。如教学电解

质时 ,可先生成如下内容 ,复习化学平衡的概念、特

征和影响化学平衡移动的因素。因为化学平衡是电

离平衡的上位概念 ,化学平衡原理对电离平衡原理

同样适用 ,电离平衡的学习又丰富了化学平衡的内

涵。同时教材内容的生成要注意结构化 ,学生大脑

中的认识是结构化的知识 ,结构化知识的特征是有

序化、层次化和网络化 ,有许多可活化的生长点。在

新知识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复习对知识间进行结构化

处理 ,生成学生建构知识的“支架”,如高三进行盐类

水解教学时 ,由教材中的素材生成新知识和目标可

用图 1 模式表示 :

图 1

因此 ,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要认真分析并明确教

材内容所要实现的课程目标 ,在此基础上紧密联系

学生的元认知体验、知识经验和学校实际 ,选择或补

充具体的教学内容 ,并对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 ,

或增加 ,或替换 ,或重组 ,以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建

构化学知识 ,理解化学的意义。

2 . 2 教学中要创造性挖掘和利用教材资源的多重

价值

知识是教材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学的重

要资源。建构主义认为 ,知识不是独立于认知主体

而存在的各种规则、定律和理论的集合 ,它是人类永

无止境的探索和研究过程 ,其中蕴涵着特定的科学

过程和科学精神 ,因此教材中的知识资源具有多重

价值。这种多重价值具体表现为知识具有迁移价

值、认知价值和情意价值 ,还具有开发学生的潜能 ,

促进学生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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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迁移能力是中学化学教育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

新课程内容教学中也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讲

授氨气的喷泉实验时可补充下列实验进行迁移能力

训练。制取氨气并完成喷泉实验 : (1) 用图 2 ( Ⅰ) 装

置进行喷泉实验 ,上部烧瓶已装满干燥氨气 ,引发水

上喷的操作是 ,该实验的原理是 。

(2)如果只提供如图 2 ( Ⅱ) 的装置 ,请说明引发喷泉

的方法 。通过实践和原理探索可以迁移应用氯化

氢喷泉实验、气体气密性检验的实验操作技能 ,其原

理是改变气体的量来改变压强 ,即分别利用克拉珀

龙方程 PV = nR T 中V 、T、n的量的变化来改变 P 。

教材内容的生成除了要注意知识的迁移价值

外 ,还要注重跨学科内容和贴近学生的生活 ,结合与

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如光化学污染、臭氧空洞的

形成、洗发剂和护发剂的酸碱性与选用、富营养化污

染与含磷洗衣粉的禁用、废电池引起的污染 (电磁辐

射、重金属的污染、酸碱污染等) 与回收。还要注重

反映化学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与应用 ,如“纳米材料”

的兴起与广阔的应用前景、“STM (扫描隧道显微

镜)与原子操纵技术”、新型化学电池使通讯无处不

畅、高分子材料使生活用品更加丰富、新型无机材料

经久耐用、常见食品添加剂、不同材料引起的火灾与

自救、城市环保汽车的兴起等。例如可在化学新课

程金属内容的教学中 ,引进“形状记忆合金”这一现

代化学科学技术成果为情景素材 ,介绍形状记忆合

金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中的用途。又如在学

习乙炔、苯以后 ,引导学生大胆猜想“根据乙炔、苯乙

炔的分子结构 ,推测它们能否进行加聚反应 ?”进而

联系 2000 年化学诺贝尔奖 ,对导电聚合物 (导电塑

料) 、芳炔大环化合物材料 (超分子化合物、蝶状液晶

材料)进行介绍。使学生体会化学科学对人类文明

的特殊价值 ,增强学生对化学知识的认知价值和情

意价值的体验。

传统教学特别注重学科知识的授受 ,教材基本

上是叙述性的语言直接呈现知识 ,比较重视知识的

迁移价值 ,而忽视其认知价值和情意价值。以培养

学生科学素养和品质为主旨的化学新的课程改革 ,

要求我们教师和学生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技能

传授的倾向 ,强调科学过程与方法 ,重视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的教育 ,使学生获得化学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成为理解化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

形成科学价值观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

中 ,既要重视知识的迁移价值 ,更要深入分析和挖掘

知识的认知价值和情意价值 ,要看到教材内容背后

所蕴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 ,设计丰富多彩的学习情

景和探究活动 ,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学习、合作交

流学习 ,使教材所蕴涵的多重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

利用。总之 ,教材资源的生成与利用 ,需要教师除了

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 ,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外 ,还需

要有较强的掌握教育机智和灵活驾驭教材、教学的

能力。教师要牢固树立人性化教学观 ,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 ,对化学教材进行深度开发 ,及时对教材进

行调整、筛选、补充和整合 ,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在活动中体验探索 ,体验创

新 ,积极主动地构建知识和生成教材内容及意义 ,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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