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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好课必须先备好课 ,备好课就必须多角度

地钻研教材 ,这对于我们使用新教材尤为重要。

一、居高临下 ———编者的角度

现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试验

修订本) 化学》是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00 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化学教学大

纲 (试验修订本)》的总体目标、化学学习规律

和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精心编写的。这套教

材是顺应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 ,

是为了使我国更好地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政

治、经济的竞争 ,培养高素质人才 ,使伟大的中

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站在编者的角度钻研教材 ,了解编排体

系 ,理解编者意图 ,才能居高临下地把握教材。

浏览初析 ,整体把握全册教材 ,并且对照新、旧

《教学大纲》和教材 ,了解教材所涉及的基本内

容以及在编排体系、知识内容、能力要求、科学

素养、情感教育等方面的异同点 ,以编者的身

份自我设问 :这册教材我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

是作为提高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 ,还是只要把少数尖子生培养成未来

的化学家或化学工程师 ? 是要把学生训练成

“考试机器”,跨过高考这个门坎送走了之 ,还

是为学生一生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这册教材我安排了哪些内容 ? 分几个章节 ?

各章节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 重点内容是怎样

递进的 ? 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什么 ? 我要在全

册教材中渗透哪些化学意识、思想和方法 ? 培

养学生哪些技能和能力 ? 贯彻什么样的德育

教材 ? 与旧教材相比 ,教育教学观点有什么不

同 ? 有哪些特点和优点 ? 这对实现教育总体

目标 ———“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实现人的可持

续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 从而使全册教材成竹

在胸。细读深析 ,就是在化学教学前 ,把一章

教材的内容要仔细阅读 ,深入分析本章教材的

各组成部分 ,找出贯穿一章教材的主线 ,以这

条主线统揽全章 ,从而把握各节教材的内在联

系 ,以形成对该章教学内容的整体认识。对于

每一节具体教学内容要深究细研 ,自我设问 :

我编排本节教材的目的是什么 ? 这节教材在

本章教材中所处的地位怎样 ? 怎样把德育点、

知识点、能力点、情感体验等目标融于本节教

材 ? 新旧教材在各知识点的处理上有什么区

别 ? 其意图又是什么 ? 准确把握化学教育中

的内蕴价值和功能价值 ,全面理解这次课程改

革的整体构想。这样 ,从编者的角度备课 ,能

高屋建瓴地感知、感受、感悟教材 ,准确、合理

的安排设计教案 ,从而深刻地、完整地贯彻编

者的意图 ,为实现这次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作

出应有的贡献。

二、设身处地 ———学生的角度

读懂教材是备好课的前提 ,只有深入透彻

地理解教材才能准确无误地传授知识、渗透意

识、陶冶情操。为此 ,在初步把握全册教材和

全章教材的基础上 ,可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教

材。首先像学生一样阅读教材 ,读准每个字 ,

推敲每个词 ,体味每句话 ,背景了解要宽 ,内容

理解要深 ,问题考虑要全 ,使教材烂熟于心。

其次像学生一样提出问题 ,设想自己就是学

生 ,边阅读边思考 :这节教材哪些地方是已有

知识 ,哪些是新知识 ,新旧知识间的“桥梁”是

什么 ? 本节教材的重点是什么 ,难点和关键又

是什么 ? 我自己能从哪些方面来理解这些重

点、难点和关键 ? 还有哪些不易想通 ? 能否通

过适当的实物、模型、演示、影像资料、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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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及调查、参观、研究性学习等手段或方

法帮助理解和体验 ? 这些概念或原理是在什

么背景下提出的 ? 是怎样逐步形成或推理论

证的 ? 又有哪些具体应用 ? 这些知识在构建

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 对我未

来的学习、工作、生活 ,甚至思想、情感等可能

产生怎样的影响 ? 这些化学知识或技术在社

会生活中的使用是不是随心所欲的 ? 作为现

代社会高素质的文明人必须具备怎样的科技

伦理观 ,才能使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和谐地协

调发展 ? 哪些知识或领域在目前的认知水平

和科技条件下人们尚不清楚 ,还有发展空间 ?

我将来能否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 ⋯⋯这样 ,

心中有学生 ,才能想学生之所想 ,急学生之所

需 ,给学生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也才能做到使

教案设计更贴近学生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

满足学生的情感需要 ,使教案真正成为学生的

学案 ,从而使学生对化学乐学、要学、善学 ,达到

以化学知识为载体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

三、统筹安排 ———教者的角度

为使教 (学)案能突出编者的意图 ,反映学

生的心声 ,还需要站在教者的角度钻研教材 ,

设计教 (学)案 ,从而达到心心相通 ,数心相联。

具体要抓两个统一 :一是编者与学者的统一 ;

二是编者与教者的统一。编者的意图实际上

就是教师的教学目的 ,也是学生学习的目的。

事实表明 ,编者要求学生了解的与学生愿意了

解的往往不尽一致。因此 ,教者须围绕编者意

图 ,考虑学生的特点 ,对学生的兴趣点、疑难

点、希望点 ,认真剖析 ,合理取舍。如与教学目

标关系密切的则巧妙运用 ,加以诱发 ;如关系

不大 ,则稍加点拨 ,点到为止 ;如毫无关系 ,则

“忍痛割爱”,弃之不惜。编者的意图得靠教者

在教学中体现 ,也就是说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

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实践者 ,只有做到教

者与编者的统一 ,才能达到学生与编者的统

一。因此 ,教者须因编者的意图确定教学目

标。例如 ,在学到二氧化硫的漂白性时 ,学生

很自然地联想到 :二氧化硫的漂白性与次氯酸

的漂白性有何区别 ? 教师在备课时根据教材

的前后内容和学生的需要 ,可设计如下两组对

照实验 : ①向两支盛有品红溶液的试管里分别

通入二氧化硫气体和氯气 ,观察品红溶液颜色

的变化。再分别加热 ,观察溶液发生的变化。

②向滴有少量氢氧化钠溶液的酚酞试液中 ,分

别通入二氧化硫气体和氯气至红色退去 ,然后

分别再向两种无色溶液中滴加氢氧化钠溶液

至碱性 ,观察溶液颜色的变化。通过层层设

问 ,引导学生讨论、分析、推理 ,最后得出结论 :

①二氧化硫的漂白性是可逆的 (二氧化硫与某

些有色物质化合生成不稳定的无色物质 ,受热

或长时间后会分解而恢复原来有色物质的颜

色) ;次氯酸的漂白性是不可逆的 (次氯酸具有

强氧化性 ,能将有色物质氧化变质生成无色物

质 ,加热或长时间后不能恢复原来有色物质的

颜色) 。②使碱性酚酞溶液退色主要是二氧化

硫和次氯酸的漂白作用 ,而不是它们的酸性作

用 (再次滴加氢氧化钠溶液呈碱性后不再恢复

红色 ,说明溶液中没有酚酞了 ,已经被漂白变

质) 。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教材内

容 ,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还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 ,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望 ,培养了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方法 ,

将使他们终身受益。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在教育取向

趋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年代 ,我们的化学教育教

学理念要与时俱进 ,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

变学科本位为以学生发展为宗旨 ;变只注重知

识状态的传授为重视知识的发现和形成过程

的探索 ;变重视知识的本身为重视知识的价

值 ;变知识教育为方法教育 ;变学生适应教师

为教师适应学生 ,学生适应社会 ;变培养“有用

的机器”为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因此 ,化学

教师在备课时不能只局限于考虑如何进行本

学科的知识内容、基本技能的传授与训练 ,而

要确立一个大的教育观和课程观 ,放眼于整个

课程系统 ,放眼于社会 ,放眼于世界 ,放眼于未

来 ,用心去感应学生 ,用自己的一生努力去备

课 ,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

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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