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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德高（1970 ～），男，湖北枣阳人，中学一级教师，从事初中化学教学中发展核心素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改革已在高中实施，也在初中逐

步展开。作为教学改革的前站，针对初中化学课时教学的教

研必须解决初中化学课时目标及课堂评价标准的制定，以便

今后初中化学教师能明确课堂师生活动展开的目标和方向，

确保核心素养的落地生根，确保学生核心素养的逐步提高，

确保育人目标的实现。所以论文提出新的初中化学课时目标

框架，引导教师确定新时期初中化学课目标迫在眉睫。

2  确定化学课时教学目标的主要依据

①依据中国的教育方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总

体目标和化学核心素养发展目标等相关文件精神。②依据新

课标内容。③依据新课标内容的关联和拓展。化学知识背

后的人文故事是引导学生认识人类认知规律，学习研究方

法和思维方法及个性品格很重要的内容。④依据学生的学

习基础、学习反馈或需要。教学是为了引领学生发展，不论

是学生反馈的有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知识或能力问题，还是

观念、态度、心理问题，老师都有责任帮助学生解决。⑤体

现发展核心素养的新理念。以课标的知识内容为载体，构建

知识的形成过程，引导学生在探索化学知识、规律的过程中

形成化学观念、发展能力和品格 [1]。

3  初中化学课时目标

3.1  发展化学核心素养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是化学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

学生通过化学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应包括“化学兴趣与求知欲望”“宏观辨识

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守恒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识”“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态度与和社会责任”6

个方面 [2]。

3.2  发展跨学科核心素养

一些跨学科核心素养也应是化学课堂教学目标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阅读能力、表达能力、积极向上的态度，

认真诚实言行一致的品质等。

3.3  落实化学核心知识，了解化学非核心知识。

化学知识虽然不是核心素养，但必须通过对知识的学

习来实现。脱离化学知识将很难进行材料、能源、药品、化

肥等的开发和利用，人的创造力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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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编者的角度来思考初中化学教学总体目

标在各单元的分解

初中化学的总体目标是引导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的过

程中认识化学学科的特点、研究方法，掌握化学思想方法，

建立化学观念，掌握化学反应原理和相关知识形成体系，能

从化学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发展化学素养，逐步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能力和品格。

第一单元引导学生认识化学学科特点，研究对象和内

容，学习化学方法，认识常用化学仪器，掌握基本的实验操

作规则，具备基本的实验操作能力。发展学习兴趣，具有强

烈的探究欲望，初步建立变化的观念，为深入研究化学物质

及其变化规律做好准备。第二单元“我们周围的空气”，从

学生的生活出发，研究空气的成分，重点研究氧气的性质和

制取方法，形成感性认识，理解纯净物、混合物、化合反应、

分解反应等基本概念，逐步构建化学知识体系。发展“化学

兴趣与探究欲望”“变化观念”等核心素养。同时，为进一

步研究水的组成，从微观上建立化学反应原理做准备。第三、

四、五单元，力图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物质观、微粒观、运

动变化和守恒观念，构建化学反应基本原理，从宏观、微观

和符号三个层面分析，进行化学思维和表达。掌握单质、化

合物、氧化物等概念，初步对物质时行分类，较全面发展化

学核心素养。第六、七、八单元研究具体的几类物质，碳的

单质和氧化物、燃料燃烧、金属材料，深化对化学反应原理

的认识，了解分子、原子、化合物之间的反应，强化形成“组

成和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的化学观念。引导学

生理解化学在材料、能源、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发展“化学

兴趣与求知欲望”“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等化学核心素养。

第九、十、十一单元研究溶液及溶液中离子之间的化学反应，

掌握溶液的组成、性质，物质在水中溶解性规律、溶液浓度

相关计算。熟悉并掌握常见酸碱盐的性质和应用，了解复分

解反应的实质是离子之间的反应，遵循复分解反应规律：有

沉淀或气体或水生成。这部分内容综合性很强，可以较全面

发展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第十二单元，“化学与生活”，了解

人体健康相关的营养物质元素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有

机合成材料，引导学生学会从化学的角度健康生活，提高生

活品质，具有环保意识，促进个人协调发展。发展学知识用

知识的意识和能力，发展社会责任意识。

5  初中化学课时教学目标的书写格式

每课时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较多的，能发展的素养

也不少，不可能把每个目标都写出来，为了简化备课时的

书写量，初中化学课时教学目标应选最重要的化学部分综

合来写。一般形式为：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在 *****活动中，

了解或掌握 *****知识，形成 *****技能，形成 *****观念，

培养 *****情感或态度，发展 ***的核心素养。这种表述体

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注重在活动中生成知识、观

念，发展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同时包括了主要的三维目标，

并指出可发展具体核心素养，可以指导教师进行有效教学。

例如，在课题１“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中，教学目标

可以这样确定：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一系列化学实验，

分析、归纳得出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的概念，能区分生活中

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积累感性认识，发展物质观、变化

观，发展化学思维，发展“化学兴趣与探究欲望”“变化观

念与守恒思想”“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等化学核心素养。

《实验活动 1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的教学目标：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氧气的制取和

性质的验证，积累感性认识，培养学习兴趣，发展实验操作

能力，发展“化学兴趣与求知欲望”“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的核心素养。《水的组成》的教学目标：通过师生活动，初

步了解氢气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了解人类认识水组成的

历史，理解水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掌握化合物、单质、

氧化物的概念，能对物质进行初步分类。发展学生“化学兴

趣与求知欲望”“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守恒思

想”“人文底蕴”“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证据推理与模型

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化学综合探究：

氢氧化钠变质的探究》中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一系列

活动，巩固科学探究程序，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发展综合

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全面发展化学核心素养。

注意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同老师的教学设计可能

不同，课时教学目标也会略有差别。这里提供的教学目标仅

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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