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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引领下的初中化学单元教学设计
——以“自然界的水”为例

耿彤婧 王雅黎 赵勇通讯作者

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提出：初中阶段要开展面向

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化学教学，构建大概念统领的化学课程内容体系。本文以“自然界的水”为

主题进行大概念统摄下的初中化学单元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将宏观事物和社会热点问题与微观

上物质构成和元素组成等相关知识结合起来，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学科知识、建构知识结构网络，

初步形成学科观念和学科思维，落实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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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

领域正面临着如何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核心

素养型人才的重大挑战。2022 年，教育部颁

布的《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

初中阶段的化学教学应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

养为目标，构建以大概念为统领的课程内容

体系。这一要求不仅强调了学科知识的系统

性和结构性，更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化学观念、

科学思维、探究能力以及科学态度与社会责

任感等要求。化学作为探索物质本质的科学，

传统教学模式往往将化学知识分割为孤立的

章节，导致学生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

更难以理解化学学科的核心思想和规律，学

生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更难以理解化

学学科的核心思想和规律。为此，基于大概

念的教学设计应运而生。大概念教学能整合

知识点，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实现素养

发展。本文以“自然界的水”单元为例，通

过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科

学思维与探究能力，为化学教育改革提供参

考。

二、问题的提出

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提

出：初中阶段要开展面向核心素养为目标的

化学教学，构建大概念统领的化学课程内容

体系
[1]
。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

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的人才”是教育界所

关注的问题。以此为背景，“核心素养”这一

教育理念应运而生，核心素养是指一个人在

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素

养，是一个人全面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核心能

力和素质
[2]
。新课标提出了初中阶段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责任”。那么，如何实

现学生核心素养便是当前学科教育改革进程

中的一块“硬骨头”。我国学者在研究国内外

教学理论时发现，基于大概念构建的学科教

学方式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具有高度一致性，

于是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大概念统摄的

教学设计上。

大概念是指反应学科本质，具有抽象性、

概括性、统摄性和广泛迁移价值的学科思想

和理念
[3]
。以大概念为统领进行单元教学可

充分发挥大概念对知识结构化和素养化的功

能价值，实现学生由化学知识向核心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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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也可实现教师对教学内容本质的把握，

帮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所学知识
[4]
。本文

以“自然界中的水”为例，进行大概念引领

下的初中化学单元教学设计，以发展学生的

化学核心素养。

三、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分析

（一）单元教学主题确定

《自然界的水》位于人教版初中化学教

材上册第四单元，共包括四个课题：爱护水

资源、水的净化、水的组成和化学式与化合

价。本单元从社会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以

水为载体展现了水与人类的关系、世界和我

国水资源概况、水的污染和防治等问题，同

时将单质、化合物、物质的组成等化学基本

概念和沉淀、过滤、蒸馏等化学实验操作技

能以及化学式和化合价的关系和应用贯穿其

中，力求为学生提供认识和探索事物的素材

和线索，创设利用熟悉的身边事物学习化学

知识的情境。通过梳理，本单元知识结构如

图 1所示。

图 1 大概念统领下“自然界的水”单元知识结构图

本单元仍处于学习化学的启蒙阶段，首

次通过宏观事物和社会热点问题，把物质构

成和元素组成的有关知识联系起来，让学生

学会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事

物的科学思维方法。因此在本单元教学中，

教师应注重从学生熟悉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

选取素材，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实验观察和实

验探究，认识物质及其组成。

（二）单元教学学情分析

第一，通过一、二单元的学习，学生初

步了解化学实验及化学反应的概念以及氧气

的相关性质，具备探究“水的组成”这一实

验的基本知识储备。在第三单元学生学习了

分子、原子和元素的相关知识，使得学生在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宏观-微观-符号”的观

念，为学生学习化学式和化合价打下了一定

基础。

第二，在实验能力方面，学生通过前两

单元的学习，对实验方法和操作有了初步的

认识。但在进行新的实验操作时，仍可能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在过滤实验中，针对滤纸

的使用和玻璃棒的作用等细节问题，学生可

能会忽略，因此需要教师的提示与讲解。又

如在蒸馏实验中，实验仪器的组装、冷凝水

进出口问题等，也需要教师的演示。因此，

需关注学生对实验的观察、描述、区别、判

断等能力的培养。

第三，在思维方面，初中生的思维方式

逐渐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在教学中

应注重引导学生运用已掌握的知识，通过分

析推理来获得新知识，发展抽象思维能力。

（三）单元教学目标设计



《教育理论与研究》 ISSN 2025 年 第 1期

28

大概念引领下单元教学目标的制定，应

立足于新课标对本单元知识内容和对学生学

情的分析，既要兼顾学生在学科知识和能力

上的需求，又要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

在《自然界的水》单元教学目标的设计过程

中，应根据新课标对本单元的要求，从知识

和能力、核心素养、实践活动等方面制定本

单元教学目标。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设置了五个学习

主题，即“科学探究与化学实验”“物质的性

质与应用”“物质的组成与结构”“物质的化

学变化”“化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本单

元的知识内容在这五个学习主题中均有涉及，

因此以新课标为依据，设计单元教学目标如

表 1所示：

表 1 大概念引领下的“自然界的水”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内容 新课标要求 核心素养 实践活动

爱护水资源

1.了解水资源的分布

及其重要性。

2.认识水污染的来源

及其危害。

3.理解保护水资源的

基本措施。

1.科学态度与责任：

增强环保意识。

2.科学思维：分析水

污染的成因与防治措

施。

1.社会调查：当地

水资源状况调查。

2.环保行动：设计

节水方案或宣传环

保知识。

水的净化

1.了解自然界水循

环。

2.学会常见净水方法

（过滤、蒸馏等）。

3.理解软水和硬水的

区别及其危害。

1.科学探究与实践：

设计并进行净水实

验。

2.科学思维：分析不

同净水方法的原理与

效果。

1.进行净水（过

滤、蒸馏等）以及

软硬水区分实验。

2.设计简易的净水

装置，探究硬水软

化的方法。

水的组成

1.学习并记忆水的化

学式（H2O）。

2.了解水的元素组成

3.学习水的基本物理

及化学性质。

1.科学探究与实践：

通过实验探究水的组

成。

2.科学思维：分析水

的组成与性质。

1.电解水实验。

2.观察水的物理性

质（沸点、状态

等）。

化学式与化合价

1.理解化学式的书写

规则。

2.了解常见元素的化

合价。

3.学会根据化合价书

写化学式。

1.化学观念：利用分

子模型建立化合价与

化学式的联系

2.科学思维：理解化

合价的意义。

1.设计实际问题情

景并运用化合价规

律解决问题

2.进行小组讨论，

培养推理能力以及

创新意识。

四、单元教学流程设计

本单元以“自然界的水”为大情境，主

线则为研究水的净化、组成、化学式及化合

价，通过探究水的净化、水的组成确定水的

化学式等驱动性任务，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通过各种自主性实验和分析学习过程

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

交流以及观察、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使学生对知

识形成系统性认识，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提

升。根据不同的单元内容，教学流程图可分

为四部分，如图 2-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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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之

旅

第

一

程

l

从

海

洋

到

陆

地

情景 问题/任务 活动 知识 素养

水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人类拥有的水资源有多

少？海水和淡水各占多

少？

地球上水资源丰富，但

“水分子”发现陆地上

水资源短缺，原因何

在？

“水分子”热切呼吁人

类保护水资源，那我们

中学生应该怎么做呢?

学生观看视频和阅读课

本，了解水的重要性、水

资源总量，体会到水是一

种宝贵资源。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结合

自身生活经验进行讨论，

归纳总结陆地水资源短缺

的原因。

学生独立思考后进行讨

论，结合生产生活经验，

总结保护水资源的方法。

人的生命活动离不开

水；水是宝贵的资源；

总水储量大，但可利用

淡水少；水能参与反应

用水量增大和水体污染

两大原因导致水资源短

缺。

水体污染的定义、成

因、危害以及防治水污

染的方法等。

科

学

态

度

与

责

任

图 2 水之旅第一程——从海洋到陆地

水

之

旅

第

二

程

l

拯

救

水

分

子

情景 问题/任务 活动 知识 素养

“水分子”因为呼吁人类

爱护水资源忙得脚不沾

地，一不小心掉进了臭水

沟，怎么把他拯救出来

呢？

一组同学认为要把“水分

子”送去自来水厂，另一组

同学认为要把“水分子”送

去实验室。那么分别应该怎

样做呢？

学生阅读课本、观看视

频，结合自身生活经验，

提出净化水的方法。

先学习自来水厂的水的净

化过程，让学生掌握水的

净化方法；再引导学生进

行过滤实验，让学生掌握

实验技能。

先向学生讲授硬水与软水

的定义和区别，引导学生

思考鉴别软硬水的方法，

以及硬水转化为软水的方

法。

水的净化：工业方法，

实验室方法。

净化方法：沉淀、过

滤、吸附、消毒等；过

滤实验的实验操作技

能。

硬水和软水的定义、鉴

别和转化等。

在实验室里，“水分子”终

于从夹带的泥沙、臭味中被

解救出来的，又掉进了硬水

里，区分软水和硬水是拯救

“水分子”的关键。

科

学

探

究

与

实

践

图 3 水之旅第二程——拯救水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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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之

旅

第

三

程

l

探

究

水

分

子

情景 问题/任务 活动 知识 素养

氢气的性质有哪些呢？

如何对可燃性气体验纯？

水分子是由什么组成的

呢?水的电解实验如何操

作，观察实验现象，得出

水分子的组成。

学生通过阅读课本知识观

看实验视频及氢气的验纯

学生观看老师演示氢气的

燃烧和水的电解实验，并

进行分组实验，观察电解

水实验现象并记录。

结合水分子以及所学知

识，向学生讲解单质、化

合物以及氧化物的定义及

三者的异同。

氢气是无色、无臭、难

溶于水的气体，密度小

于空气；点燃氢气发出

尖锐爆鸣声气体不纯。

氢气在空气或氧气中燃

烧生成水；1 个水分子

是由 2 个氢原子和 1 个

氧原子构成的。

组成中含有不同种元素

的纯净物叫化合物。由

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

其中一个元素为氧元素

的称为氧化物。

单质、化合物二者有什么

区别？如何从组成上识别

氧化物？

化

学

观

念

、

科

学

探

究

与

实

践

图 4 水之旅第三程——探究水分子

水

之

旅

第

四

程

l

化

学

式

与

化

合

价

情景 问题/任务 活动 知识 素养

水分子化学式如何书写？

化学式中不同位置的数字

分别有着什么意义？

什么是化合价？记忆常见

元素和根的化合价，学会

应用化合价书写物质的化

学式。

观看化学式的动画；分组

讨论化学式意义并进行展

示；练习书写常见物质的

化学式

讲授化合价的定义，学生

分组讨论并练习求出物质

中元素的化合价，练习物

质化学式的书写。

演示如何计算某物质的相

对分子质量、元素质量

比、元素的质量分数；学

生进行讨论并练习。

了解水分子的化学式为

H2O；知道水分子化学

式不同位置数字的意义

认识水分子中各元素的

华合价；熟记常见元素

和根的化合价；了解判

断元素化合价的方法。

掌握计算物质的相对分

子质量、元素质量比、

元素质量分数。

学习相对分子质量的计

算；掌握根据化学式计算

相对分子质量、元素质量

比和某元素的质量分数。

化

学

观

念

、

科

学

思

维

图 5 水之旅第四程——化学式与化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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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元教学过程（以课时 3为例）

本单元共 4 个课时，其中第三课时为本

单元中重要内容之一。在该课时中通过氢气

在空气或氧气中燃烧生成水来引出水的组成，

随后又通过电解水的实验证明水是由氢元素

和氧元素组成的。根据电解水后观察到的实

验结果推出——每个水分子是由 2 个氢原子

和 1 个氧原子构成的。为后续了解化合物、

氧化物以及单质等概念做好铺垫，也为第 4

课时学习元素的化学式和化合价奠定基础。

通过两组实验，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水分子

的组成，并通过实验以及学习过程中要注意

的事项，学生锻炼了的实验操作能力，并切

身体会到学习化学的乐趣。以下为本课时的

教学过程。

（一）任务 1 学习氢气燃烧及可燃气体

的验纯

[活动 1] 学习氢气的性质及燃烧实验。

[问题 1] 氢气的性质有那些？请同学们

根据所学知识回答。观看氢气在空气中燃烧

的视频，观察燃烧时火焰颜色以及烧杯壁上

的现象。

[学生活动表现]学生对氢气的性质有较

全面的理解。通过实验视频的观看，学生学

会了气体验纯的方法以及相应的现象。通过

观察氢气的燃烧试验，学生发现氢气火焰呈

现淡蓝色并且燃烧后在干燥小烧杯内壁中有

水生成。

设计意图：通过氢气的燃烧实验，学生

们初步认识水的组成；在实验过程中，培养

学生由化学实验现象归纳物质性质的能力。

（二）任务 2 了解水分子的组成及电解

水实验

[活动 2] 水分子的组成及电解水实验

[问题 2] 请同学们猜测一下水是由哪几

种元素组成，能否设计一个实验证明你的猜

想。请仔细观察电解水的实验现象，它告诉

我们哪些信息？可得出哪些结论？

[学生活动表现]通过氢气燃烧实验，学

生学习了氢气在氧气中燃烧化合得到水，水

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观看电解水实验，

学生可以看到水的电解分别产生了氢气和氧

气，化学反应前后的元素种类不变，由此可

知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并且学生发

现在电解水实验中正极产生的氧气和负极产

生的氢气的体积比不同，产生疑问，并引出

后续的化合物、氧化物以及单质的概念。

设计意图：通过电解水的实验，学生进

一步认识水的组成，根据正负极产生气体种

类以及体积的不同得出结论——一个水分子

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据此引

申出单质、化合物和氧化物的概念，使学生

学会物质的初步分类，为后续化学式及化合

价等知识的学习打好基础。

（三）任务 3 物质的分类

[活动 3] 学会单质、化合物以及氧化物

的定义与分类。

[问题 3]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一

个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

的，并且我们也初步学习了水的化学式的书

写。水与我们之前学习到的物质不同，水是

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

根据物质所含元素种类的多少对其进行分类。

[学生活动表现 3] 通过老师的讲解，学

生理解单质、化合物以及氧化物的概念：单

质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化合物是由

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由两种元素组成

的化合物中，其中一种元素是氧元素的叫作

氧化物。老师写出以下化学式 NaCl、CO2、

Fe3O4、H2、O2、N2，并提问，他们分别属于单

质、纯化合物、氧化物的哪一种？学生思考

后，分组讨论并作答。根据所答延伸出其他

常见物质的分类，学生们学会对所学物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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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类。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习到新的科学方

法——分类，学会根据研究对象的相同与不

同点，将其分为不同的种类，能够更好地帮

助学生分门别类地研究和认识物质，为后续

的课程奠定基础。

六、教学启示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化学知识被分为

了零散的章节，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相联系

起来，这使得大多数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掌握

不够深刻，难以理解化学的规律以及本质。

大概念教学将学校教育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贯穿于整个学科知识网，将不同单元之间零

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学生在大概念引导下

自主构建个性化的知识网络。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通过将大概念融入到教学中，明确了各

个单元的核心主题，如本单元以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物质“水”为出发点，首次开始通过

宏观事物和社会热点问题，把元素组成和物

质构成的有关知识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础

整合零散的知识点，使学生体会从宏观到微

观、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思维方

法。在此教学模式下，教师一改简单机械地

讲解课本上知识点以及公式，而是借助大概

念搭建框架，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索中发现知

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让学生由简单机

械记忆转变为系统学习知识并学会运用。

七、总结

自然界的水这一单元，以大概念为统摄，

充分发挥大概念对知识结构化和素养化的功

能价值，实现学生由化学知识向核心素养的

转变。学生学习物质的组成应遵循由宏观到

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的认知规律
[5]
。学生的认识层面的提升，需

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凝练大概念，以大概念

为统领，并根据课本的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

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的展开教学。正如本

单元的教学，在“自然界的水”这一大概念

统摄下，4 个课时内容由浅及深、相互关联，

使化学启蒙阶段的学生从身边常见的物质入

手认识物质的组成，学习物质的表示方法。

学生在以大概念统领下的单元教学中可以对

具体知识背后所反应的学科思想和学习方法

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6]
。通过单元模块的设计，

将单元知识整合起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系统

性，并且利用化学实验进行生动讲解，激发

了学生对于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

实验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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