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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l 通过化学学科学习而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

l 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化学学科育人的基本要求，
全面展现了化学课程学习对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

（教育部, 2018, p. 3）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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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龙 等, 2018）



化学核心素养

(教育部, 2018)

l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l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l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l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l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l 从微粒、微粒间相互作用以及微粒在空间的排布的视
角，来揭示物质及其变化的微观本质

l 该素养旨在发展学生的“宏微结合”的化学思维方式 

（教育部, 2018, p. 3）

素养1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能从不同层次认识物质的多样性、并对物质进行
分类；能从元素和原子、分子水平认识物质的组成 、
结构、性质和变化，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能
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



l 化学中的“变”：绝对性、多样性、条件性、规律性
l 化学中的“不变”：
Ø 从变化结果来看——元素、质量、能量、电性守恒
Ø 从变化过程来看——动态平衡 
l 该素养旨在发展“变化观”学科思想与思维方式

（教育部, 2018, p. 4）

素养2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能认识物质是运动和变化的，知道化学变化需要一
定的条件，并遵循一定规律；认识化学变化的本质特征
是有新物质生成，并伴有能量转化；认识化学变化有一
定限度、平衡，是可以调控的。能多角度、动态地分析
化学变化，运用化学反应原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l 基于证据进行推理获得物质及其变化的规律性
l 通过建立模型对化学事实和规律进行理论解释
l 该素养旨在发展学生的化学思维方法 

（教育部, 2018, p. 4）

素养3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具有证据意识，能基于证据对物质组成、结构及其
变化提出可能的假设，通过分析推理加以证实或证伪；
建立观点、结论和证据的逻辑关系。知道可以通过分析、
推理等方法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构成要素及其相
互关系，建立认知模型，并能运用模型解释化学现象，
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l 科学探究中蕴含科学的创新
l 该素养旨在发展学生的化学科学实践活动能力和解

决问题所要求的必备品格 
（教育部, 2018, p. 4）

素养4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认识科学探究是进行科学解释和发现、创造和应用的
科学实践活动；能发现和提出有探究价值的问题；能从问
题和假设出发，依据探究目的，设计探究方案，运用化学
实验、调查等方法进行实验探究；勤于实践，善于合作，
敢于质疑，勇于创新。



l “求真”与“绿色化学”思想
l 该素养旨在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化学价值观 

（教育部, 2018, p. 4）

素养5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具有安全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具有探索未知、崇
尚真理的意识；深刻认识化学对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贡献；具有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从自身做起，形成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能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作出正确
的价值判断，能参与有关化学问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五条化学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

（郑长龙 等, 2018)

化学学科思维方式、方法

化学科学实践
素养4

化学科学认识
素养1
素养2
素养3

化学科学应用
素养5

l 实践-认识-再实践（应用）
l 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化学核心素养的水平

(教育部, 2018)

l 进阶式发展

l 水平1——高中进阶起点/初中最高水平

l 水平4——高中进阶终点



（教育部, 2018, p. 89）



（教育部, 2018, p. 90）



（教育部, 2018, p. 90-91）



（教育部, 2018, p. 91）



（教育部, 2018, p. 91）



感受Redox的存在

板块1

感受Redox的本质

板块2

感受Redox的价值

板块3

板块划分与命名

l 知识-技能类内容
l 思维-方法类内容
l 价值-观念类内容

l 知识-技能类内容
l 思维-方法类内容
l 价值-观念类内容

l 知识-技能类内容
l 思维-方法类内容
l 价值-观念类内容

按照需要列出每个板块对应的具体教学内容（注：某些板块可能只有1或2类内容）



感受Redox的存在

板块1

感受Redox的本质

板块2

感受Redox的价值

板块3

板块功能分析

基于各个板块的具体教学内容，板块间衔接逻辑可包括：

l 内容逻辑：如 板块1与2、板块2与板块3均为“递进”关系、
l 学科逻辑：如 “宏观-微观-宏观”
l 认知逻辑：如 “现象-本质-应用”
l 教学逻辑：如 “生活-化学-社会”



感受Redox的存在

板块1

感受Redox的本质

板块2

感受Redox的价值

板块3

板块功能分析

宏观辨识
水平1：根据物质性
质进行分类 (e.g., 氧
化剂、还原剂)
水平2：能从元素化
合价视角对化学反应
进行分类

微观探析
水平1：能认识氧化
还原反应的本质；能
结合实例书写氧化还
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社会责任
水平1：能将氧化还
原反应该化学知识与
生产、生活实际结合；
赞赏化学对人类生活
和生产所作的贡献



教学重点提炼

l 基于内容架构图——“核心”、与其它内容存在较多联系者

l 基于板块——“核心”或重要板块

l 基于核心素养——较为侧重的素养



l  完成333设计导引中的A2 （可加页）

l 论证板块间的逻辑关系

l 着重分析各板块的素养功能及相应的素养水平

l 须提供课标附录1相应内容（需标注）的截图

l 详细说明是如何提炼得到教学重点的

Activity：小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