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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化学课程与教学论》主要内容包括化学课程的编制与目标重建；化学教科
书设计及内容建构；中学化学教学一般原理；中学化学学习理论；现代化学教学设计；化学教学实施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化学教学资源开发及应用；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化学教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发
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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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3.1.2 调查、研究学习主体　　教师要想设计出成功的教学方案，就应该了解学习者的特征，对
学习者进行分析。
其目的是了解学生的学习准备和学习风格，以便为组织教材、确定重点和难点、选择教学方式方法、
采取有效教学措施等提供客观标准和依据。
对学习主体的调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习方式；②学生的思维发
展水平和认知方式；③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兴趣爱好；④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背景；⑤学生的学习动机和
志向。
　　6.3.1.3 调查、研究教学条件和课程资源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在认真研读课程标准、分
析有关教学内容、熟悉学习目标和教材的基础上，收集课题的背景材料；了解本单位现有可供使用的
教学设施（特别是实验设施、器材）、可用于教学支持的技术设备（多媒体音像设备、电子投影仪、
校园等）；了解学生可利用的设备条件和他们所喜欢的教学技术，分析考虑哪种教学技术最适合于本
课程的教学，以及需要何种技术支持；重视利用信息化课程资源（信息化课程资源是指学生在学习中
可以利用的各种信息资料）。
　　6.3.1.4 研究、掌握教学内容　　在明确化学课程标准对有关教学内容目标要求的前提下，重点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教学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进而达到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灵活掌握。
　　1．分析研究教学内容的知识类型　　不同类型的教学内容具有不同的特点，要求相应地采用不
同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例如，基本概念的教学，要尽可能通过生动具体的化学实验或事实来形成概念，要突出概念的关键特
征，重视概念的具体运用，加强基本概念与元素化合物知识的密切联系；要把握好概念教学的深度和
广度，不能为追求概念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而随意将概论扩展或深化。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化学概念的教学不要过分强调定义的严密性，要注意概念形
成的阶段性、发展性和学生的可接受性。
”对元素化合物知识的教学，要突出实验教学，加强对典型反应和现象的感知，注重联系社会生活实
际，使学生逐步掌握元素化合物知识的内在联系，形成一定的知识网络，而不是孤立地死记硬背有关
物质性质的知识。
　　【案例研讨】　　人教版新教科书对“化合价”概念的处理　　人教版初中化学教科书1995版
、2001版（新课程）分别对“化合价”概念有不同的解释：　　1995版：一种元素一定数目的原子跟
其他元素一定数目的原子化合时表现出来的性质，叫做这种元素的化合价。
　　2001版：实验测知，化合物均有固定的组成，即形成化合物的元素有固定的原子个数比。
化学上用“化合价”来表示原子之间相互化合的数目。
　　[分析]关于化合价的定义，原初中教科书的定义抽象而难以理解，人教版新教科书不过于强调定
义的严密性，只说明化合价用来表示原子之间相互化合的数目，学生易于了解，在教科书中，强调的
是化合价的运用。
化学概念教学不要过分强调定义的严密性，要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发展性和学生的可接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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