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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新一轮课程改革顺利进行的有利保障。近年来, 存在于中等化学教育类期刊中的与新

教科书中同一课题相关联的资料, 文章非常多, 但比较零散, 教师和学生都难于查阅, 从而有许多这样的条件性课程资源闲置。因

此, 笔者采用文献法尝试建立与初中化学新教科书相吻合的资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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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资源的利用现状

教师对条件性课程资源的利用较之素材性课程资源多, 尽管如此, 图书馆 阅览室, 这样的条件性课程资源的利用也在

某种程度上存在闲置或利用不当的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课程资源的利用范围。建立课程资源库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2　资料源

2. 1　研究目的

建立与初中化学新教科书相吻合的资料源。

2. 2　研究对象

初中化学教科书 (人教版) , 2001 年 6 月版。

《化学教育》《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中学化学》1995～ 2003 年。

2. 3　研究方法: 文献法

2.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2. 4. 1　研究结果: 初中化学教科书 (人教版)共计十二个单元 (包括新增的“走进化学世界”和“化学与生活”两单元) , 三十七个

课题。针对每个课题均有相应的资料, 由于篇幅有限, 取资料源中第二单元的课题三“制取氧气”为例。 (见表 1)

2. 4. 2　结果分析:

此资料源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新颖性。本文建立的资料源是以新课程改革理念为指导下编写的新教科书为准, 体例比较新。

第二, 权威性、全面性。资料源中收录的文章、资料都来自中等化学教育类的四种权威期刊。文章、资料涉及面比较全面、

广泛, 比如, 课堂情景的创设, 课堂提问的艺术, 科学探究的引入, 创新能力的培养, 实验的改进, 化学史教育的渗透, 辩证唯物

主义思想的渗透, 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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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题三制取氧气

课题

类别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课题三　制取氧气

实
　
　
验

中学化学实验异常现象分析 徐爱莲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2003. 8. 9- 42

巧除初中制氧实验中的锰迹 张　翼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2003. 8. 9- 59

浅谈初中化学探究性实验的设计 金福华 《化学教学》 2002. 9- 3

用绿色化学的观点改革实验室制氧方法 杨承印　李晓利 《化学教学》 2002. 7- 4

氯酸钾与二氧化锰反应实验的改进 郑庆辉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2002. 7- 31

对加热氯酸钾制氧气实验中催化剂的研究 朱 炜　刘志敏 《化学教学》 2002. 6- 48

用过氧化氢分解制取氧气 高改玲等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2002. 1- 77

绿色氧化剂过氧化氢 林道汉　许绍权 《化学教育》 2000. 10- 1

⋯⋯ ⋯ ⋯ ⋯

理
　
　
　
　
论

实验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 毛位兰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2003. 3- 27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初探 李立新 《中学化学》 2003. 5- 4

化学实验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 寿才明 《化学教育》 2003. 6- 30

《催化剂》学习误区剖析 张必祥 《中学化学》 2003. 10- 11

谈初中化学探究性学习中的学习主体地位 高兆全 《中学化学》 2003. 11- 6

化学实验中创造思维的培养 蔡亚萍 《化学教学》 2002. 7- 1

将科学探究引入课堂教学 蒋辉炳 《化学教学》 2002. 9- 1

论化学史的素质教育功能 马 刚　向炳莲 《化学教育》 2000. 4- 44

化学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 姜 萍　项闪飞 《化学教育》 2000. 7. 8- 31

⋯⋯ ⋯ ⋯ ⋯

第三, 完整性、实用性。资料源的建立以新教科书为准, 内容与教科书的每单元, 每课题中的小题目相对应, 并按实验类、

理论类进行了归类, 方便教师和学生查找。以制取氧气的演示实验为例做一介绍。读者首先确定其所在的单元和课题是第二

单元课题三, 然后找到资料源中第二单元课题三中实验类, 可找到与此小课题相关的文章仅 2002- 2003 年间就有七篇, 并可

以查到与文章相对应的作者、期刊名、期别、期号、页数等信息, 根据上述信息在相应期刊中可获得原文。

第四, 不平衡性。新教科书新增的课题, 比如,“离子”“使用燃料对环境的影响”“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有机合成材料”

等, 其文章资料相对较少, 需要教育工作者和科普知识专家给予更多的关注。

3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目的和关键因素

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合理利用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直接目的是实现教师教学方式 (如便于教

师授课等) , 学生学习方式 (如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 探究学习等)的转变, 最终目的都是提高教育的质量。

在课程资源开发利用中起关键因素的是教师。教师首先要具备广泛的课程资源意识。著名教育学家杜威指出, 即使是最

好逻辑形式整理好的最科学的教材, 如果以外加的和现成的形式提供出来, 在它呈现到学生面前时, 也失去了这种优点[1 ]。其

次, 在课程实施中教师应积极合理的利用各种课程资源为教学实施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充分开发好学生学习兴趣这一课程资

源, 在教学过程中倡导学生主动参与, 乐于研究, 勤于动手的学习态度。并且, 教师 (包括实验技术员)也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

教师的素质决定了课程资源的识别范围、开发和利用程度以及发挥效益的水平。事实上, 许多教师甚至在除自身以外的课程

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 实现了课程价值的“超水平”发挥[2 ]。同时, 也有不少学校充裕的仪器药品都被闲置在实验室里, 不能

物尽其用。因此, 在化学课程资源建设中, 要充分发挥化学教师的主观能动作用, 开发好化学教师这一课程资源。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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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除了期刊中课程资源外, 报纸、网络、教学软件、课件、当地的社区资源等等课程资源也是很重要的课程资源, 为避

免课程资源的闲置, 建立更多、更广泛、更详实的课程资源库是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当务之急。其次, 要实现课程资源的有

效利用, 重要的是要达到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 进而实现合理利用。最后, 教师在借鉴前人成果的过程中要结合自己的教学特

点, 有的放矢, 万不可照办。 (本资料源包括 1995- 2003 年期间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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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effect ive guaran tee fo r the refo rm s of new cu rricu lum to develop and u se cou rse re2
sou rces. Bu t it is ob served tha t a lthough there is p len ty of references in joarna ls tha t a re rela ted to the t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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