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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开发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亮 

点。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 

确指出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以《纲要》 

为指导，由教育部制订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实验 

稿)》(以下简称《标准》)，在课程“实施部分”也明确提出课程资源 

的利用与开发。何谓课程资源?为什么要开发利用化学学科课程 

资源?怎样开发利用化学学科课程资源?这些都是 

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与探讨的课题。 

一

、化学学科的课程资源 

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课程资 

源的概念。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和 

实施条件。比如，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等培养目标的要素来源。它们的特 

点是作用于课程并能够成为课程的要素。而课程 

的实施条件如时间、场地、媒介、设备、设施、环境 

和师生个体素质等，虽然不属于课程本身，但也 

直接制约课程的实施，因而也成为构成课程资源 

的一个部分。课程资源按照来源的对象可分为人 

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按照空间分布可分为校内资 

源和校外资源。就利用的经常性和便捷性来讲， 

校内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该占据主要地位， 

校外课程资源则更多地起到一种辅助作用。以往 

我们忽视了对校外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今后应 

该加以足够的重视。 

化学学科的课程资源，应该是能够提供化学 

学科信息，有利于师生开展新一轮课改教学的一 

切校内外资源。正如《标准》中提出的：“学校图书 

馆应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服务。图书馆应配备足够 

的科普读物、专业书籍和报刊杂志，收集一些与 

本地环境、资源、能源和化学工业相关的信息资 

料，有利于学生查找和咨询有关的科技资料。有 

条件的学校应建立开放的科普资料室供学生使 

用。”“自然博物馆、科技馆、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化工厂在研究资料或研究成果方面的丰富积累， 

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 

论和实习等途径，开拓学生的视野，了解化学与 

社会和技术的关系。开发社区和乡土教育资源， 

将化学课程的学习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相结合。” 

这些都是化学学科的课程资源。 

二、为什么要开发和利用化学学科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虽然是这次课程改革提出的新概念，但是我们对 

它的利用并不陌生，因为有课程就一定有课程资源作为前提， 

作为载体。只不过原来我们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十分有 

限，对课程资源重视不够，导致课程资源的结构比较单一，许多 

课程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从而进入课程。这是导致原有课程 

不能适应现代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由于不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教师知识老 

化，不能适应现代化学科教学的发展需要 

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原有的感觉中，锅是生铁铸成的，饭 

盒是铝制的，管道煤气就是水煤气。当学生纷纷 

列举他们用的饭盒是不锈钢的、是塑料的，就是 

没有铝制的；列举他们家的锅是不粘锅、搪瓷 

锅，就是没有生铁铸的锅的时候，我才猛然醒悟 

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现在的材料发展太快。为 

了搞清目前厦门管道煤气的情况，我只好求助 

煤气公司，才知道1999年厦门就结束了使用水 

煤气的历史，现在市民使用的管道煤气是“空混 

气”，主要成分是以丙烷、丁烷、丙烯为主的石油 

气。这种石油气也不是我们国家生产，而是由东 

南亚进口通过槽船运过来的。空混气热值是水 

煤气的3倍，且没有水煤气的毒性。这是我这一 

年来亲身体验和最有感触的例子。吸取了这次 

教训，在原电池原理的教学中，我才注意充分利 

用学生身边的资源，结果在他们身上找到用于文 

曲星、随身听、复读机、计算器、手机上的各种碱性 

电池、钮扣电池、锂电池、镍电池等等，令我大开眼 

界。有了这么多的资源，这一节课就轻松多了。 

化学教师不关注高速发展中的社会和科技， 

不知道开发利用身边的资源，就不能实现知识的 

更新换代，就不能培养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人才。 

所以化学学科的资源开发也要与时俱进。 

2002年 10月徐光宪教授在庆祝中国化学 

会成立70周年暨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 

作了“21世纪是信息科学、合成化学和生命科学 

共同繁荣的世纪”的报告。其中讲到北京四中的 

一 位 中学生 向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克罗托 

(H．W．Kroto)教授提问：“人们都说21世纪是生 

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世纪，你能否告诉我化学 

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化学呢?”克罗托 

回答说：“正是因为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信息 

科学的世纪，所以化学才更为重要”。克罗托的 

回答是非常简洁和巧妙的，但似乎没有解决这位中学生提出的 

实质问题：为什么在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世纪，化学更为重 

要呢?社会上在谈论21世纪是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大发展的 

时候，很少提到化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不知道化学在20 

世纪干了些什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化学的核心是合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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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因此化学的成就可用合成和分离新物质的数量来衡量。 

1900年在 《美国化学文摘》上登录的已知化合物只有55万 

种。经过45年翻了一番，到 1945年达到 110万种。再经过25 

年，又翻了一番，1970年为236．7万种。以后新化合物增长的 

速度大大加快，每隔10年翻一番，到 1999年 12月31日已达 

2340万种。所以在这 100年中，化学合成和分离了2285万种 

新物质、新药物、新材料、新分子来满足人类生活和高新技术 

发展的需要。从上面的数字还可以看出，化学的起点并不 

高。1900年前，人们只知道55万种化合物，到1970年不过 

237万种。但在最后的 30年中，这个数目增加了十倍，达到 

2340万种。所以当代化学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是以指数 

函数的加速度向前发展的。这个速度可以和信息科学、生命 

科学相媲美。报刊上常说20世纪发明了六大技术：(1)信息 

技术，(2)生物技术，(3)核科学和核武器技术，(4)航空航天 

和导弹技术，(5)激光技术，(6)纳米技术。但却很少有人提到 

包括合成氨、合成尿素、合成抗生素、新药物、新材料和高分 

子的化学合成 (包括分离)技术。但化学和化工界非常谦虚， 

从来不提抗议。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大力宣传 20世纪发明 

了七大技术，即化学合成 (包括分离)技术和上述六大技术。 

徐教授的讲话令我们振奋。作为化学教师，我们有必要关注 

化学合成技术的发展，为普及化学教育作贡献。 

(二)由于不重视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导致外部资源甚至部 

分校内资源浪费，造成学科学习与社会、生活、科技脱节 

由于传统教学过于注重教科书的使用，过于强调课堂教学， 

过于习惯接受式教学；由于课时不足或由于学校管理(in安全)考 

虑，我们的课堂教学较难延伸到课外、到校外。但是学生仍然有 

大量的时间与空间留在校外。校外是一个大的化学资源库，是一 

个大的化学实验室，是由于我们观念不到位，也是我们引导、指导 

不足，使得我们的学生对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种种化学现象熟视 

无睹、无动于衷。因而，就造成了课本知识与现实脱节的现象。 

校内资源也是由于观念不到位，管理弊端及其他因素而大 

量闲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图书馆，学生有时间时图书 

馆没开放；反之，图书馆开放时学生没时间。有些图书，而且是比 

较好的图书放在书架上无人问津。实验室也是如此，多数只对必 

备的分组及演示实验开放，因为这是份内工作，除此对不起不开 

放。现代教学设备如多媒体利用率又如何，特别是学校网络教室 

能有多少对学生开放?如此种种都制约了课程资源的开放。 

(三)不重视课程资源开发利用，无法营造探究学习和动手 

实践的空间，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交往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课堂教学不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学生面对的是 

教科书和教师，受到的是接受式为主的教学，培养的自然就 

只有以应试为主的能力了。而新世纪需要的是创新人才。新 

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培养的是具有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和生存能力的学生。因此，只有利用丰富的、大量的、开放 

的课程资源，如开放实验室、提供网络学习时空，给学生多一 

些实践动手机会，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激发学习兴 

趣，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愉悦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 

操，才能达到新课程的新目标。 

三、化学课程资源开发的途径 

(一)化学教科书是化学课程资源的核心 

化学教科书是化学教学的主要依据。提倡开发利用课程资 

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教科书束之高阁，相反，教科书直到现在 

仍然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最近，教育部审查通过的全日制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以下简称“新教科书”)，更加注重 

凸现现代教育新理念，在内容选择、编排设计等方面，更符合学 

生的生活积累、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更有利于转变教学方式 

达成新课程目标。 

其一，新教科书大量增加了生活、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内 

容，突出了化学教科书的丰富性、人文和科学的色彩。 

其二，新教科书的呈现方式注重图文并茂，以增强教材的 

趣味性和生动性。如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教科书九年级 

《化学》上册，就设计了照片、图像及示意图148幅，表格 17 

张。所有这些图表都服从于教学目标的需要，以增强化学教学 

的直观性和审美情趣。 

其三，新教科书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注重让学 

生自己动手动脑。表现在教材为学生提供了许多亲自动手、亲 

身体验的活动。如上教版九年级化学(上)新教科书中，为突出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安排了“活动与探究”33项、 

“观察与思考”14项，另外还有“拓展视野”11项、“联想与启示” 

15项及“你知道了什么?”8项。这些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有利 

于学生养成科学的态度，获得科学的方法，在科学的探究实践 

中逐步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二)实验室和图书馆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课程倡导学生科学探究，在探究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的态 

度，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获得亲身的体验，培养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而实验是化学探究必备的条件。因此，从着眼于学生发展 

角度出发，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实验室资源。除了教科书设计和要 

求学生设计的实验探究必须完成外，还要多鼓励学生积极思考， 

大胆设计课外实验，或探索自然的奥妙，或验证自己的设想。我 

校的化学实验室是半开放的，即有条件地开放。经过科任教师的 

认可，在每周的开放时间进入实验室完成实验。实验室有那么多 

的药品，有较为齐全的仪器和装置，除了部分药品之外，多数是低 

耗品，完全有可能让同学进入实验室做各种有趣的探究实验。 

图书馆是学校另一个重要的课程资源场所，图书馆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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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文明的窗口。图书馆的报刊流动 

速度快，是目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镜子。许多现代科技发明创 

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化学现象都会在此得到及时反映。对社 

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新材料、新技术、新成就等方面的报道有之。 

污染、事故，资源和能源危机等化学问题的报道有之。快速便利 

的报刊信息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能将真实的信息资源 

及时展现在你面前。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提高 

文献检索效率，教师还应适当向学生介绍一些文献检索的基础 

知识，包括如何利用二次文献(如目录、索引、文摘等)，三次文 

献(如年鉴、综述等) 

(三)充分利用乡土和社区课程资源 

乡土和社区课程资源拓展了学生学习的空间，这对学生的 

化学学习和能力培养是大有裨益的。纵观目前世界范围课程改 

革的特点，都是从学生最容易接受的家庭、社区等生活空间人手 

开发课程资源。在这几年不断再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 

作者黄全愈介绍了他的孩子矿矿搞研究的许多案例。矿矿上小 

学二年级时，第一次搞“研究”。他缠着他的母亲带他去图书馆， 

查找有关蓝鲸的资料，而且要到著名的迈阿密大学图书馆，还说 

老师说过参考资料要来自不同的地方。虽然他借回的十几本书 

都是儿童图画书，全部是介绍关于蓝鲸和鲸鱼的知识性书籍，但 

是对孩子来说，他的研究是多么富有挑战性、富有成就感。 

再举一例，王祖浩老师从德国带回一张照片，上面是几个孩 

子戴着像是眼镜的 “防护镜”在做实验，让我们猜猜是什么意 

思。我们确实没敢想象，这是德国的家长周末带孩子到大学实验 

室做实验。当我们的孩子在学琴棋书画等特长的时候，他们更多 

的是让孩子去动手、去实践、去研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社区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利用，可以开发。受新课程观念 

的指导，本学期我校充分利用了厦门大学化学化工系的优势。 

我们连续请了李庆水教授主讲《生命与健康的生化知识》，认识 

了人体中的化学组成和化学系统；请了江智渊博士主讲《纳米 

材料与纳米技术》，认识了纳米技术的现在与未来；请了潘容华 

教授主讲《常见塑料的性能与识别》，了解到现在的世界塑料产 

量每年超过1．7亿吨，超过钢铁和有色金属总和，也认识了 

PE、PP、PVC、PS、PF、ABS等各种塑料的性能和识别方法。另 

外，每个年级每年安排参观考察一个与化学有关的工厂，如厦 

门污水处理厂、玻璃厂、感光材料厂等。 

利用研究性课程，引导学生参与和化学有关的课题研究， 

又是开发利用社区资源重要途径。如上学年家住新阳的岛外生 

选择了<新阳工业区大气污染的现状及治理设想》的课题。对新 

阳工业区大气污染的状况及原因作了深入调查，还走访了市防 

疫站，杏林区防疫站，请教了海洋三所的治污专家，提出了很好 

的治理意见并交有关部门。 

家庭也是一个重要资源库。一方面，厨房就是一个“实验 

室”，柴、米、油、盐、酱、醋都是化学物质，都有其化学性质。另一 

方面，现在城市家长大多有知识、有文化，也有较好的经济基 

础，他们又有“望子成龙”之心。有这么一位学生家长就曾让孩 

子买了许多做实验的玻璃仪器，并腾出储藏室让孩子做实验。 

这位孩子也特别喜欢化学。成绩自然比其他科好多了。 

(四)互联网是现代化的课程资源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与化学教学有关的多媒体 

课件，远程教育中心化学课程等逐步被引入化学课堂。特别是 

互联网提供的化学教育网站、化学资料数据库和化学科研网站 

等，为师生提供了丰富而快捷的化学课程资源。 

前不久笔者就遇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听两个学校高二 

化学公开课，均为《原电池原理》，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下 

载了中国名师教育网(http／／www．cenre．com)上原电池的相同 

课件。这些课件确实能生动形象的从微观的角度模拟原电池的 

放电过程，并剖析了几种新型电池。 

化学教学网站为教师提供了化学课件、化学题库，化学竞 

赛资料、化学图片、化学论文、化学实验以及化学工具软件等服 

务，可供参考。如初三化学网、初中化学教学网、广州市育才中 

学化学园、化学加油站、化学资讯网、化学实验室、化学试题集、 

化学园、化学园丁网、江化网、清华附中中学生化学学习、温州 

十五中化学乐园、先得化学教学资源网、无机晶体资料库、元素 

时钟、中学化学辅导站、中学化学教学资源、中学化学教与学、 

中学化学教育在线、中学化学课堂、中学化学资源网等。这些网 

站往往有许多我们想找而找不到的课程资源。比如化学加油站 

的中学化学图片库，图片资料非常丰富，仅物质结构图片就有 

65幅，除教材提到的各种分子模型图片，还有许多新型材料图 

片，如纳米碳管等。 

互联网是知识的汪洋大海，在网上搜寻、检索知识变得 

十分有效和容易。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有助于克服传统班 

级集体授课的弊端，为因材施教、实施教学个性化及学生自 

主学习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技术手段，大大提高了学生探究学 

习的效率和兴趣。 

现代知识更新速度太快，很多昨天的新知识今天已经过 

时，因此我们不能指望校园里所学知识能够受用终身，必须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以适应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当然，化学学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绝不仅限于上述几个 

方面。作为一项崭新的实践活动，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交流、实 

践，创造性地开发多种课程资源渠道，以使化学教学更具针对 

性和实效性，避免流于形式，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责任编辑：邹开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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