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课程学科融合背景下，化学教师在学科单元

教学活动中需要引领学生完成对知识点的层次化、高

效化学习，培养学生的探索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一、 学科融合视域下的教学原则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育领域提出了学科融合

互动的新需求、新标准，化学教师在学科互动融合探

索过程中应当对现有的化学课程知识结构、知识体系

进行优化、完善，并且遵循以下教学原则。

教师应当保证化学学科知识能够与其他学科知识

实现有效互动、整合，而不是简单地将不同学科的知

识内容进行叠加讲解。教师需要保证学生在对学科知

识进行互动学习时，实现对概念、理论的迁移和探索，

即学生需要从其他学科知识中获取学习化学的心得，

找到学习灵感，获取动力源泉。

在学科融合视域下，教师也应当明确主次原则。

具体来说，教师要避免其他学科知识内容给学生的化

学学科知识学习带来负面影响，或教师对其他相关学

科知识内容讲解过多，影响学生对本课时、本课程学

习。因此，教师需要对学科融合的尺度进行有效把控，

做到有的放矢，明确课程教学主次关系，保证学生在

学科互动学习探索期间始终保持正确的学习方向。

在学科互动融合过程中，教师也应当秉承思想启

发性教育原则。让学生在学习期间进行综合实践探索。

比如，教师可以结合互动探索式问题以及综合实践项

目，让学生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尝试利用化学知识点以

及其他学科知识概念来完成对相关问题的解读。

二、 化学学科单元教学的原则

化学教师在化学学科单元教学过程中需要对单元

教学进行整体设计、顶层管控，具体而言，需要做到

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应当明确化学学科单元教学的核心内

容，找准本单元教学的理论支撑结构，围绕相关结构

来完成对各细项元素的拆分讲解。教师要充分结合“总

分总式”的教育原则，在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完成从

整体到一般，再从一般到整体的跨越式学习。

其次，在化学单元教学期间，教师也需要保证知

识结构的连贯性得到有效提升。即教师在单元教学过

程中应当结合循序渐进的教学策略，在不同知识板块、

知识结构中设置不同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在不同

环节均能够取得发展。

再次，在学科单元教学期间，教师也应当做到延伸、

拓展。具体来说，教师在本单元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要

让学生对单元知识点进行深层次理解、领悟、互动学

习。教师要提出新概念，衔接其他单元知识内容，来

完成对本单元知识点的深度探究，并且迁移出新概念、

新方法、新思路，为学生后续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打

下坚实的基础。

新课程学科融合视域下化学学科
单元教学的路径
张  帅

摘要：在当前新课程学科融合背景下，开展化学学科单元教学，应当具备一个良性的教学循环。教师可利用其他学

科的知识概念迁移出本单元的核心概念，之后通过完成对单元知识点的体系化讲解，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方法，帮

助学生完成对相关知识概念的深层次理解与学习，加深学生的印象。此外，教师也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完成对概念的

深化讲解，培养学生的进取心及好奇心，引导其提出新问题，进行深层次学习。文章对新课程学科融合视域下化学

学科单元教学的路径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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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教师在化学学科单元教

学过程中也应当分析单元知识共性。教师尽可能地帮

助学生从单元整体学习过程中发掘化学知识的本质内

涵、本质概念。教师须在单元课程教学收尾环节统领

大概念、核心思想，使学生能够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认

知体系，对化学知识内容形成较为完整、全面的认知。

教师在化学学科单元教学期间应当遵循层次化的教学

原则，明确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教学需求，以及教

学指导纲要，合理设置教学程序、教学步骤，提高教

学水平。

三、 新课程学科融合视域下化学学科单元

教学的具体路径

在当前新课程学科融合视域下，开展化学学科单

元教学应当具备科学性、合理性。首先，教师须利用

其他学科知识来提出新问题、新概念，让学生围绕相

关新概念对本单元、本课程的知识结构有一个较为体

系化的认知。其次，教师需要结合单元概念、生活问题，

让学生找到一个正确的学习方向。再次，教师需要对

单元知识点进行整合，让学生利用其他学科知识点来

解决相关问题。最后，教师需要完成对知识概念的发

散讲解，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内容，挖掘其中的知识共性，

让学生深度学习化学语言及化学概念。

( 一 ) 迁移学科知识，提出问题
在新课程学科融合视域下，开展化学学科单元教

学须借助其他学科知识点来牵引出化学课程的新概念，

提出新问题，让学生完成对化学知识的迁移学习探索。

学科互动的本质在于实现对知识点的迁移互动教学讲

解，使得学生能够从不同的概念、不同领域对未知的

知识内容产生一个初步的学习印象，并且通过已知概

念来帮助学生对未知知识点进行导学探索，激发学生

的探索欲、求知欲。教师在跨学科互动视域下需要及

时整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抛出对应的化学问题，

从而启发学生的学习思维。

比如，在“化学与生活”相关知识单元中，主要

包含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有

机合成材料三大课程结构。在课题一中，重点以人类

重要的营养物质作为教学的切入点，此时化学教师可

以让学生尝试引入在生物课程中所讲解的知识点，让

学生结合“生命活动的承担者——蛋白质”相关概念，

探寻蛋白质在人体营养组成结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让学生列举出在身体结构中常见的蛋白质结构，如肌

肤、皮肤、毛发以及各类器官组织。接着教师可抛出

问题，如让学生探讨蛋白质具备怎样的结构共性，让

学生结合生物课程知识中对蛋白质的描绘进行讨论。

之后教师需要提出深层次的问题，如“蛋白质的结构

多样性与什么物质存在密切关联，而相关物质是怎样

形成蛋白质的”，让学生从化学分子层面出发，对其中

的微观概念进行学习，从而提出本课时的核心议题，

即氨基酸的结构特性、人体营养组成结构中氨基酸的

基本生化原理、氨基酸的合成与摄取。让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能够衔接生物知识、物理知识、数学知识，对

化学课程的核心概念及核心知识点有一个较为初步的

认知。

( 二 ) 提出单元概念，深化问题

在迁移出单元课程知识问题之后，教师便需要结

合单元概念进一步深化问题，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学

习方向。通过深化本单元的核心概念，让学生衔接前

期所产生的学习心得，对微观层面上的知识概念进行

迁移学习，让学生分别对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

素存在的生化特性、理化特性进行探究。

让学生思考糖、油脂、维生素、蛋白质在元素组成、

物质结构组成方面存在的相似之处及结构差异，根据

其生化功能，来探索相关物质对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

同时，结合反面案例，如一氧化碳、甲醛及部分高分

子的碳氢氧化合物给人类生命健康所带来的损害进行

探究。

在学生初步了解并掌握本单元课程的知识概念之

后，教师也需要让学生尝试思考探究人类摄取营养元

素的方式，以及如何选择性完成对营养元素的摄取和

使用。为此教师可衔接其他课程知识点，比如结合生

物课程中生物膜的选择性透过的原理，以及在病理学

知识领域中通过蛋白质配对来完成对目标物质精准控

制和使用的原理，从而帮助学生完成对概念的理解与

学习。

教师也可以结合数学统计概念，让学生对人体中

各类微量元素的占比，以及糖类、蛋白质、无机盐等

相关物质在人体中的比例进行统计、分析，并且将其

制作为扇形图，将各结构组成部分以更加直观、形象

的形式进行展现，从而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意识及数

据分析、数据处理意识，增强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

教师可引入社会案例让学生思考高分子材料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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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环境带来的破坏和影响，并且学习高分子化合物与

社会文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化学教师需要

逐步提出单元概念，深化问题，让学生在原有认知的

基础上，对相关知识点进行发散学习，结合本单元的

核心概念、核心议题，衔接其他学科知识点，帮助学

生找到一个正确的学习方向及切入点，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

( 三 ) 整合单元知识，解决问题
在引导学生解决化学问题、完成对化学知识概念

深度学习探索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对本单元知识结构

中的核心难点及要点问题进行分步讲解。在后续教学

活动中，教师引导学生对单元知识点进行归纳整理，

也需要牵引出大概念，回到知识概念的最本质层面上。

教师在进行学科知识融合互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结

合多门学科在相关领域、相关板块所具备的知识特性、

结构通性，帮助学生完成对概念的多方位领悟和学习，

培养学生应用化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意识和

能力。

例如，在引导学生对细胞摄取微量元素相关概念

进行学习探索的过程中，化学教师可以引入物理课程

中所讲解到的渗透压概念，让学生尝试分析生物膜两

侧的物质浓度大小，来分析评价在选择性吸收营养物

质过程中，细胞内外的浓度给细胞的生命运动所带来

的影响。

在整合单元知识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对

知识难点进行学习，解答学生所产生的学习困惑，借

助各类知识点，衔接单元核心概念，帮助学生完成对

知识点的发散理解和学习。比如，在讲解糖类时，探

寻糖类所具备的能量供给功能、供给作用的过程中会

涉及对糖氧化反应的过程的学习探究，比如葡萄糖在

酶催化作用下会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并且释放出能量，

而其中所释放的能量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是学生要学

习探索的重点和难点。此时，教师可让学生尝试利用

生物课程所讲解的 ATP 以及三磷酸腺苷等相关知识概

念，对其中氢键断裂释放能量的机理和原理进行学习，

帮助学生从知识概念的最浅层次理解到领悟糖类物质

释放能量的整个机理。

( 四 ) 发散学科知识，延伸问题
化学知识概念相对较多且复杂，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需要考虑学生在后续高中阶段的学习需求，做到对

知识概念的延伸、拓展，提出新问题，进一步拓展课

程教学活动。在学科互动融合期间，化学教师应当关

注学生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培养目标，增强学生对化

学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意识，指引学生探索并关注人类

的生存环境，且形成基本的社会责任。为此，教师在

课程教学结束之后应当结合多门学科概念进一步深化

教学目标，使学生时刻保持对知识理论的敬畏之心、

好奇心，参与对课程知识的深层次学习探索，从而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课程学习品质、学习效率。

在教学讲解活动中教师可提出深层次的问题。比

如，借助化学反应中碳氢键断裂，将其中释放能量的

机理进行传递讲解，提出新问题，让学生尝试借助生

物学中所讲解的 ATP 氢键断裂释放能量供人类运动的

本质原理、本质概念，让学生思考探究“为什么化学

反应中碳氢键断裂会伴随能量释放”。

在学科知识发展延伸过程中，教师还应当结合更

多探讨式的话题，结合探究项目来进一步启发学生的

思维。比如，教师可以结合历史知识，向学生提问“几

百年前，欧洲长期海上航行的水手牙龈出血，最后患

上坏血病”，让学生对维生素的作用进行互动迁移学

习，并且让学生尝试结合数学统计法，对不同食物中

所含的微量元素进行计算分析。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制定一个膳食均衡的计划表，对不同蔬菜、

瓜果以及肉类、肝脏类食物中所蕴含的微量元素进行

整理记录，让学生结合函数知识，以及人类摄取微量

元素的效率，探讨“为了达成微量元素的目标摄入值，

应当具备一个怎样的膳食计划，才能够减少患病的概

率”，从而进一步实现教学拓展。在答题过程中，教师

可让学生尝试将不同维生素及不同微量元素的化学表

达式书写出来、记录下来，尽可能地减少语言文字的

使用，从而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化学知识。

总体来说，在当前新课程学科融合背景下，化学

教师在化学学科单元教学过程中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

高效学习，结合单元知识的核心概念，借助其他学科

课程的知识内容，帮助学生完成深度学习探究，从而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作者单位系吉林省长春市东北

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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