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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煤的综合利用苯”教学内容为例,探讨了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科关键能力的培

养.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教学设计、实验探究、思维拓展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学科关键能力,再结合实

际教学案例的展示,证明这些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科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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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与科学技术

的迅速发展,高中化学教学工作变得越来越重

要,学科关键能力培养成为高中化学教学工作中

的核心 . 在高中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深入

分析学科关键能力的培养,并以其为基础拟定相

关的教学计划 .

１ 对高中化学学科关键能力的解读

学科关键能力作为学科能力中的有机组成部

分,其主要包含理解能力、运用能力、实践能力和

探究能力四个方面.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在学

习知识的过程中要具备这四个方面的关键能力.

在化学学科教学中以落实化学核心素养培养的任

务为目的,教师需要将教学过程与化学核心素养

的培养目标实行对接,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探索精

神,令其能够充分利用所获得的化学知识和经验

解决生活中关于化学的问题,进而提升学生的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１] .

２ 围绕核心素养,实施课堂教学

２. １ 选取社会热点话题,精妙策划引导

以“煤的直接燃烧与环境的污染”化学教学为

例,高中化学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软件播放一些与

其相关的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让所有学生都能够踊跃地投入课堂的学习

氛围中去.教师引导学生分析“煤炭的高效综合利

用”在我国能源及环境问题中的应用,从而帮助其

了解煤的气化、液化、干馏,得出前二者均是利用

化学反应使煤发生变化,成为可燃的气体、液体,

让学生对比这二者与煤的直接燃烧分析其所具有

的优点[２] .

【学生】直接燃烧煤获取热量的效率不高,极易

造成资源浪费情况,并且燃烧后会排放 ＳＯ２,对空气

环境造成污染,出现雾霾、硫酸型酸雨等情况,而煤

的气化与液化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具有较好的节能、

环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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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干馏、分馏也都是化学变化吗?

【学生】分馏是通过液体之间的沸点差异实现

物质分离,为物理变化.干馏则是对煤进行真空加强

热处理,通过其变化获取焦炭、粗氨水、粗苯等,为化

学变化.

在上述研讨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出苯是由

煤干馏所得的煤焦油分离而得 . 通过探讨热点话

题,让学生之间展开讨论,令其意识到保护环境

与绿色节能人人有责,要从小我做起,从点点滴

滴做起 .

２. ２ 创新实验,探索研究物理性质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关于“苯”物理性质的

一些实验.首先将 １ ｍＬ 苯倒入一支干净试管内,然

后再向其中倒入 ３ ｍＬ 水,振荡后静置,让学生以小

组形式进行观察,嗅其气味并总结苯的物理性质.在

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到苯具有一定的毒性及较强的

挥发性,嗅闻时仅需轻微扇动令极其少量的苯进入

鼻孔即可.

【学生】苯是一种无色液体,其具有较为特别的

气味,熔点、沸点分别为 ５. ５ ℃、８０. １ ℃,密度小于

水的密度,较难溶于水,常被用作工业溶剂. 最常见

的苯是平时生活装修时室内涂料、木器漆、胶黏剂等

使用过程中释放的,对人体健康具有较为严重的危

害性,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防护,如良好的通风.

在实验过程中进行化学知识的探索和研究,学

生在现场观察实验现象的同时也能够获得许多有用

的化学知识.与此同时,可以帮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学会独立思考,通过设置一系列问题,让学生带着问

题去寻找答案,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学生可以自主尝

试做些改良性的实验,亲身体验现代化学知识所带

来的神奇魅力的同时,感受科学探索的无限乐趣,在

不知不觉中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增强

其探究与创新意识.

２. ３ 走进科学世界,探索研究苯的形成

以有机化学中的分子和原子概念为基础,在热

拉尔定律下探究“苯”的形成,实验得出苯分子仅含

有 Ｃ、Ｈ 两种元素,且二者个数比为 １ ∶ １,其中碳

元素的质量占 ９２ . ３％ ,苯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７８,

从而确定苯的分子式为 Ｃ６Ｈ６,实验式为 ＣＨ. 在

浓度一样的条件下,苯的蒸气密度大约是 Ｈ２ 的

３９ 倍 . 教师让学生直接观察实验过程中的各种化

学现象,然后带领其进一步展开对分子质量、元

素含量和分子式变化等化学微观情况的剖析 . 通

过实验计算进行确定苯分子的有机分子式,学生

能够自主确定有机化合物分子式,以此培养学生

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 .

２. ４ 创立认知模型,探索研究苯的结构

教师让学生通过运用器械创建自己想象中

苯的结构,搭建模型然后再开展小组讨论 . 为了

让学生自主探索研究苯分子的空间结构,首先,

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令其能够通

过空间实验来建造空间模型,初步培养学生创造

能力的空间猜测与空间想象两种思维能力,从而

引导学生可以直接运用空间实验和数据证实自

己的空间猜测 . 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更高效地培养

学生空间独立分析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科技创

新实践综合能力 .

【学生】６ 个碳原子都可以自由链接组合形成平

面六边形,苯分子中的 ６ 个碳原子、６ 个氢原子都是

完全等价的；苯分子中碳原子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介

于碳碳单键( Ｃ Ｃ )与碳碳双键( Ｃ Ｃ�� )的特殊

化学键.

教师可以利用微课让学生明白科学探究的艰难

与辛苦,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激起学生对科学发展贡献力量的热情. 学生不仅收

获了知识,又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受,增强了学

生为科学做贡献的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２. ５ 运用练习剖析,猜想化学性质

教师 演 示 苯 的 燃 烧 实 验,让 学 生 进 行 观

察 [３] ,描述现象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 学生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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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了解到煤炭直接燃烧会造成极大的环境污

染,进而让学生深刻领悟节能环保已是一项解决

燃眉之急的举措 .

【教师】苯环不能被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氧化,表

明苯分子中不含碳碳双键,苯环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在点燃苯时,苯环就“分化瓦解”了,这表明了其化

学稳定性是相对的,与反应试剂和反应环境条件都

具有很大的关系.

通过观察苯环在四种不同反应条件下分别产生

的相应反应,学生自主进行归纳判断并找出其具体

反映情况,再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总结.

【学生】归纳出如图 １ 所示的思维导图.

图 １　 思维导图

３ 协作学习,培养探索研究精神

高中化学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逻辑性.因此,高

中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感觉枯燥乏味,为此,高中

化学教师应当积极培养学生探索化学知识的兴

趣.教师可以通过开展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引导

学生在面对某个化学难题的时候,能够与其他同

学进行讨论和研究,在合作过程中,不断进行思维

上的交流,迸发出新的火花,进而培养他们的探索

研究精神.

４ 针对核心素养,反省教学

教师可以借助社会热点话题或历史资料来

构建化学问题情境,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核心素养

的培养 . 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化

学学习兴趣,促进其对化学学科的理解和探究 .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一些与化学

相关的社会热点话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

让学生感受到化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 . 同

时,教师还可以利用历史资料,如苯的发现和分

离过程、重大化学发明的历史背景等,让学生了

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科学探究的艰辛与不

易 .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化

学学科的本质和价值,促进他们对化学基本观念

的构建和对模型认知的培养 . 同时,教师还可以

引导学生自行探究和实践,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

科学探究的过程,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实践

能力 . 　

总的来说,以学科关键能力培养为基础的高

中化学教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践发现,它不

仅能够帮助高中化学教师更深层地了解每一位

学生的学习状况,还能够帮助学生提升学习化学

知识的兴趣和效率 . 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转变了以

知识传授为绝对目的的传统教学方式,还培养了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合作交流能力、严谨的逻

辑思维、自主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自主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能够扎实地掌握化学知识,

形成正确的科学严谨态度 . 因此,作为高中化学

教师,应当更加深入地探究学生学科关键能力,

展开多样性和广泛性的教育教学工作,将核心素

养的培养融入课堂教学的设计思路,以此推进高

中生的全方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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