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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新颁布的《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2022年版)》系统凝练了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新理念,形成了全面育人的义务教育化学课程设计思路。“育

人”是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理念的“魂”。在“充分发挥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这一理念的统摄下,通过对《义务

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解析,系统论述了化学新课标在课程四个要素(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

实施和课程评价)上所呈现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具体体现为:(1)以发展核心素养为宗旨,整体规划了核心

素养培养要求,确立了与之匹配的课程目标体系;(2)强调基于核心素养设计学习主题、根据学习主题设计化

学课程内容结构的思路,充分发挥大概念统领作用;(3)注重基于大概念整体设计单元教学,重视探究与实践

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开展基于教学系统有效实施素养导向的教学;(4)设计和实施凸显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理

念的化学教学评价体系,优化基于核心素养发展的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深化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

综合评价和探索增值评价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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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课程理念是化学课程价值的集中体

现,是化学课程研制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化学

课程的设计、实施与评价具有指导作用。从某

种意义上说,化学课程理念是化学课程的灵

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有必要从化

学课程理念出发来解析《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

准(2022年版)》所传达的内涵,从而透视义务

教育化学课程的新变化。

一、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的新理念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针
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

人”这三个育人的根本性问题,主要从育人功

能、发展核心素养、大概念统领、核心素养导向

的教学和发展性评价等方面凝练了五个课程

新理念[1]2-4,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课程新理念

关键词 内容      

育人功能 充分发挥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

发展核心素养 整体规划素养立意的课程目标

大概念统领
构建大概念统领的化学课程内
容体系

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
重视开展核心素养导向的化学
教学

发展性评价 倡导实施促进发展的评价

  (一)“充分发挥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是

统摄性理念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注重体现课程的育人

价值,突出强调了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的全面育

人功能,从化学课程目标(化学课程对核心素

养的培养要求)、化学课程内容(大概念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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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课程实施(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和化学

课程评价(发展性评价)等化学课程要素,系统

地表达了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的价值追求。这

五个新理念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具体如

图1所示。

图1 化学课程新理念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是统摄

性理念,其他四个理念分别从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方面来落实和体

现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是化学课程系统的核

心要素。只有每个课程要素都发挥育人功能、

体现育人价值,才能真正做到全方位、全过程

育人。

(二)“育人”是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理念的“魂”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将“育人”作为课程理

念的“魂”,并结合课程特点,对育人的三个根

本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

第一,“义务教育化学课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2,作为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重要理念,旗帜鲜明地回答

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即教育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体现了化学课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责任担当。

第二,“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是对“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回答[1]2。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 兴 和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而 奋 斗 的 崇 高 追

求”[1]2,是基于时代特征,对“有理想”“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进行的刻画。“注重学生的自主发

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培养学生适应个人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关键能

力”,是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有本领”的

时代新人进行的描述。

第三,“整体规划素养立意的课程目标”

“构建大概念统领的化学课程内容体系”“重视

开展核心素养导向的化学教学”和“倡导实施

促进发展的评价”,是基于化学课程系统的核

心要素,系统回答了义务教育化学课程“如何

培养人”的问题。

二、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的新变化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紧

紧围绕“育人”这一课程之魂,重新设计了义务

教育化学课程,以使各个课程要素充分发挥育

人的功能,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那

么,各个课程要素是如何发挥育人功能的,这

样的设计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具有怎样的特

点等问题,是下文重点论及的内容。

(一)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目标的新变化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围绕核心素养,基于课

程性质和课程理念确立了化学课程目标,体现

出三个方面的变化。

1.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主旨

为适应信息化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挑战,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7年

开展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Definitionand

SelectionofCompetencies :Theoreticaland

ConceptualFoundations,DeSeCo)项 目,并 于

2003年出版了该项目的研究报告———《成功生

活和健全社会的核心素养》。由此,国际上掀

起了以发展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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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2016年,我国也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的研究报告。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

学课程标准中的“核心素养”指的是“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反映了“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时代新人的培养要求”[1]40。

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而逐步形

成的适应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

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5。基于学科特

点,课程标准概括和凝练了化学课程要培养的

核心素养,即“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与实践”和“科学态度与责任”,从“为谁培养

人”“培养什么人”两个方面体现化学课程的育

人价值和实现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

2.整体规划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

化学课程是我国义务教育课程的有机组

成部分,担负着发展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

责任。为此,课程标准以“整体规划”作为核心

理念与原则,对化学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从学科、领域和跨领域三个层次进行了整体规

划,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化学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层次关系

从图2可以看出,“化学观念”反映了核心

素养的学科特质,“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思

维”体现了作为科学课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

素养的领域特质,“科学态度与责任”彰显了化

学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可或缺的作用及核

心素养的跨领域特质[2]。

化学课程标准对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整

体规划,还体现在学段衔接和学科关联上。化

学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与义务教育阶段科

学课程、物理课程和生物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

养要求一样,都涵盖了“学科观念”“科学思维”

“探究实践”“态度责任”等要素,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高中阶段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宏

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

识”“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等五个维度。其

中:“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和“变化观念与平

衡思想”侧重化学观念方面;“证据推理与模型

认知”侧重科学思维方面;“科学探究与创新意

识”侧重探究实践方面;“科学态度与社会责

任”属于态度责任方面。这表明义务教育化学

课程的核心素养要求与高中阶段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要求高度契合。

3.化学课程目标要求与化学课程要培养

的核心素养相匹配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基于化

学课程所要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建构了新的

目标体系。新的课程目标体系由四个子目标构

成,分别是:“形成化学观念,解决实际问题”“发

展科学思维,强化创新意识”“经历科学探究,增

强实践能力”和“养成科学态度,具有责任担

当”[1]7-9。这四个子目标与化学课程要培养的学

生核心素养相匹配,其关系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化学课程目标要求与化学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之间的匹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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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义务教育化学课程内容的新变化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高度重

视课程内容的系统化设计,强调落实化学课程

所要求的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举措,强调基于

课程内容来发挥“如何培养人”的 课 程 育 人

功能。

1.基于学习主题设计化学课程内容结构

主题是化学课程内容结构化的重要表现

形式,就其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显性化的,指重要内容;二是隐性化的,指

内容所反映的中心思想[3]56。中心思想是基于

内容加以概括和提炼而成的。所谓“化学学习

主题”指的是,能够统摄一类化学学习内容的

核心概念或大概念。

化学学习主题就其来源看,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内容:首先是有关化学物质知识的内容,

主要包括化学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等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其次是获得化学物质知识

的内容,主要包括化学科学探究与实践、化学

科学认识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最后

是化学物质知识价值的内容,主要包括化学科

学在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促进社会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作用[4]。

化学学习主题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

括为“化学知识主题”“化学方法主题”和“化学

价值主题”。其中,“化学知识主题”,按照化学

知识的特点,可划分为三个二级主题,即“物质

性质主题”“反应规律和原理主题”和“物质结

构主题”,而“物质性质主题”,又可进一步划分

为“无机物性质主题”和“有机物性质主题”。

这些主题的逻辑关系,具体如图4所示[5]。

图4 化学学习主题的框架结构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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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化

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等五个学习主题。其

中:“物质的性质与应用”“物质的组成与结构”

和“物质的化学变化”主要属于化学知识主题;

“科学探究与化学实验”主要属于化学方法主

题;“化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主要属于化学

价值主题。

2.注重大概念统领化学学习主题

化学学习主题不是一些具体的化学学科

知识的堆砌,而是具有独特素养功能和价值的

有机整体,其素养功能和价值主要是通过化学

学习主题的大概念来体现的。

所谓“大概念”(bigidea)是指反映学科本

质,具有高度概括性、统摄性和迁移应用价值

的化学学科思想观念[3]45。对于大概念,笔者

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理解[3]45-46。

首先,大概念是对化学学科本质的反映。

例如:“结构决定性质”,就是一个化学学科大

概念,它是对物质的宏观性质与物质的微观本

质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抽象。正是通过这一

大概念,将化学宏观世界和化学微观世界联系

起来,是化学学科“宏微结合”思维方式的具体

体现,反 映 了 化 学 学 科 宏 观 与 微 观 的 关 联

本质。

其次,大概念是化学学科的基本观念。大

概念不是化学事实性知识,如CO具有还原性,

也不是程序性知识,如化学方程式的配平,而

是有关化学学科的一些基本观念,如化学物质

转化观念等。

再次,大概念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统摄

性。大概念是对化学学科本质的反映,因而具

有抽象性;大概念是在一系列具体知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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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构的,并经过一系列的抽取和提炼过程才

实现,因而同具体知识相比又具有概括性和统

摄性。例如:同元素、原子和分子等概念相比,

“组成”这一大概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统摄性。

最后,大概念的呈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可

以是一个词,如“能量”;也可以是一个词组,如

“化学相互作用”;还可以是一句话,如“化学反

应的实质是原子的重新组合”。

另外,站在科学教育立场上看,大概念有

三种表现形式,即科学大概念、学科大概念和

主题大概念。例如:“相互作用”,属于科学大

概念;“化学相互作用”,属于(化学)学科大概

念;“基于离子的化学相互作用”,则属于主题

大概念。这说明,大概念具有相对性,其层级

关系具体如图5所示。

图5 大概念的相对性

  从图5可以看出,科学大概念和化学学科

大概念的形成,必须以主题大概念的建构为基

础。因此,核心素养取向的化学课程,倡导基

于主题大概念来选择和组织化学课程内容[2],

充分发挥主题大概念对主题内容的统领作用。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设

置了五大学习主题,即“物质的性质与应用”

“物质的组成与结构”“物质的化学变化”“科学

探究与化学实验”“化学与社会·跨 学 科 实

践”。其中:“物质的性质与应用”“物质的组成

与结构”和“物质的化学变化”学习主题,分别

以“物质的多样性”“物质的组成”和“物质的变

化与转化”等反映化学学科本体论意义的大概

念来统领[2];“科学探究与化学实验”学习主题,

以“化学科学本质”这一体现化学学科认识论

与方法论 意 义 的 大 概 念 来 统 领;“化 学 与 社

会·跨学科实践”学习主题,以“化学与可持续

发展”大 概 念 来 统 领,凸 显 化 学 学 科 价 值 论

意义。

大概念对各学习主题内容的统领作用,体

现了核心素养对各学习主题“内容化和特质

化”的要求[1]18-19。基于大概念可以帮助学生建

构化学观念,形成化学学科思维方式和方法,树

立正确价值观,落实课程任务,实现课程目标[2]。

3.注重基于核心素养设计化学学习主题

与内容结构

核心素养内容化是素养培养落地的前提

和关键。化学学习主题内容结构的设计,应注

重体现和落实化学课程的核心素养要求。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中的每

个学习主题的内容要求,都由五部分构成,分

别是该学习主题需要建构的大概念(bigidea,

B)、需要学习的核心知识(coreknowledge,C)、

需要掌握的思路与方法(method,M)、需要形

成的重要态度(attitude,A)和需要经历的重要

实践活动(practice,P)。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

学课程标准,强调要将基于化学观念、科学思

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责任等核心

素养的课程目标,具体化为学习主题的内容要

求。例如:《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

版)》设置了“物质的组成与结构”这一学习主

题,其内容结构具体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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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物质的组成与结构”学习主题的内容结构

  从图6可以看出,学习主题的内容结构同

化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

度与责任高度契合,全面反映了化学课程对核

心素养的培养要求。
(三)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教学的新变化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注重课

程教学的整体性设计,倡导开展素养导向的化

学教学,落实化学课程所要求的核心素养,基
于课程教学来发挥“如何培养人”的育人功能。

1.注重基于大概念整体设计单元教学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高度重

视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化设计,要求落实化学

课程所要求的核心素养,强调基于内容发挥课

程的育人功能。

单元整体设计倡导基于大概念来组织单

元教学内容,发挥大概念的统摄作用。例如:
“燃烧与灭火”单元帮助学生进一步发展化学

变化的大概念,认识燃烧与灭火的本质是可燃

物的化学反应,引导学生建构化学能量变化的

观念。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基于化学反应及能

量大概念将“燃烧条件的探究”“灭火的原理与

方法”“化石燃料的开发与利用”等单元内容结

构化地统整起来,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2.重视探究与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实践活动操作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决定了

其在培养化学课程所要求的核心素养,以及发

挥化学课程全面育人功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因此,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

标准,将“科学探究与实践”作为核心素养的一

项重要内容而单独列出,凸显了“做中学、用中

学、创中学”理念的重要性[1]40-45,强调要高度重

视化学课程教学中探究与实践活动的设计与

实施。

科学探究是一种重要的科学实践活动,对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具有独特价值[1]43。为

此,应根据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精心设计多种

形式的探究活动,有效组织和实施探究教学。

例如:进行“燃烧条件的探究”课程教学时,教
师可以设计三组探究实验,从物质的可燃性、

氧气和可燃物的着火点三个方面引导学生进

行探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通过图书馆或互联

网查阅有关“钻木取火”“燧石取火”的资料,引
导学生进行讨论、分析,使学生归纳出物质燃

烧的三个条件[6]。

明确将“跨学科实践”活动作为课程内容,

是此次课程改革的重大变化之一。教师应充

分认识跨学科实践活动对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和发挥课程育人功能的重要性,积极引导学生

亲身经历创意设计、动手制作、解决问题、创造

价值的过程,提高学生认识真实世界、解决真

实问题的能力。例如:教师在开展“基于特定

需求设计和制作简易供氧器”课程教学时,既
要考虑氧气制取的化学原理,又要考虑物理学

科有关密度、流速等知识的运用,还要考虑特

定需求所用材料的选择及成本等问题。

3.开展基于教学系统有效实施素养导向

的教学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每个学

习主题都包括“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教学

提示”三个部分。其中,“教学提示”部分又分

别给出了“教学策略建议”“情境素材建议”和
“学习活动建议”。内容、评价(学习要求)、活
动、情境和策略,都涵盖了教学系统的核心要

素。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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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化学课堂教学系统的构造模型(CASES-T)①

  CASES-T模型是化学课堂教学系统的构

造模型[7]。其中:“内容”回答学什么的问题;

“活动”回答怎么学的问题;“情境”回答在什么

氛围下学的问题;“评价”回答学得如何的问

题;“策略”回答如何使学生学得更有效的问

题。这五个要素只有作为有机整体发挥作用,

才能实现系统的功能、达成系统的目标。因

此,CASES-T模型是对化学课堂教学构造系统

所做的整体表征。

教师要通过对化学课堂教学系统每个学

习主题的优化,有效实施化学核心素养导向的

教学,从 而 达 成 学 习 主 题 要 求 的 核 心 素 养

目标。

(四)义务教育化学课程评价的新变化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注重课

程评价的系统性设计,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

展,实施促进发展的化学教学评价[1]45-50,落实

化学课程所要求的核心素养,发挥评价的育人

功能。

1.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设计和实施化

学教学评价

2022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新增了

“学业质量”和“学业要求”两部分内容。“学业

质量”是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

现,反映了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义务教育化

学课程学业质量标准是以化学课程对核心素

养的培养要求为主要维度,结合课程内容对学

生学业成就的具体表现特征所进行的整体刻

画,用于反映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1]45-50。“学

业要求”是学生在完成某一主题学习后的学业

成就表现,反映了主题对核心素养的培养要

求[1]45,是对学生主题学业成就表现特征的具

体描述。

无论是“学业质量”还是“学业要求”,都是

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具体表现的描述与刻画,

因而,是化学教学设计和实施发展性教学评价

的最重要依据。

2.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优化过程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是日常化学教学评价的最主

要形式,倡导对课堂学习过程、实验探究、跨学

科实践活动、课后作业等环节进行整体性设

计,基于学生的活动表现诊断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情况,为改进教学提供依据。

阶段性学业质量评价也是一种日常化教

学评价形式,通常以半个学期或一个学期为节

点,以纸笔测试为主,兼顾实验活动表现性评

价和档案袋评价。教师应基于学生核心素养

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对评价内容和形式进行整

体规划。

义务教育化学学业水平考试是化学课程

终结性评价的重要形式,是对学生化学学业质

量达成情况和核心素养发展情况的诊断和评

价。教师要基于化学课程的学生核心素养发

展要求,命制试题、确定评分标准和进行试卷

分析。

3.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深化综合评价

和探索增值评价路径

此次义务教育化学课程评价改革,注重深

化综合评价。教师在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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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评价时,既要重视终结性评价结果,

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表现。评价形式既

要有纸笔测验,也要有实验操作性考试和跨学

科实践活动。教师要强化基于证据的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水平的诊断,实现“教—学—评”一

体化。

增值评价是此次义务教育化学课程评价

的一个新理念,倡导学生核心素养的评价要基

于原有水平的发展情况来进行。为此,教师应

重视学生的学习起点和学习过程,关注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的增值情况,采用适切的统计分析

方法计算增值,以真实地反映学生学业总体成

绩及学生在核心素养上的“增长点”,对学生的

努力情况及进步程度作出客观评价,从而发挥

增值评价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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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ChangesinTermsofIdeas:Interpretationofthe
Chemistry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

ZHENGChanglong,CHIMing
(InstituteofChemistry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Abstract:Withafocusonthefundamentalissueof“cultivatingpeopleforwhom,cultivatingwhatkind
ofpeopleandhow tocultivatepeople”,theChemistry Curriculum Standard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Edition)hassystematicallysummarizedthenewideaofchemistrycurriculumfor
compulsoryeducation,andformeddesignthoughtofthecompulsoryeducationchemistrycurriculum
forall-arounddevelopment.“Cultivationofpeople”isthesoulofchemistrycurriculumideain
compulsoryeducation.Undertheguidanceof“givingfullplaytotheeducationalfunctionofchemistry
curriculum”,throughtheanalysisofChemistryCurriculum Standard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thispaperdiscussesthechangesofstandardsinthefourcurriculumelements
(curriculumobjectives,curriculumcontent,curriculumimplementationandcurriculumevaluation).
Thespecificchangesareasfollows.First,withthepurposeofdevelopingcorecompetences,the
“standards”makesanoverallplanningforthecorecompetencestrainingrequirements,andestablished
acoursetargetsystemtomatchthecorecompetences.Second,the“standards”putemphasison
designingthecontentstructureofthechemistrycourseaccordingtothelearningtheme,andon
designingthelearningtopicsbasedoncorecompetences.Third,the“standards”alsopayattentionto
theoveralldesignofunitteachingbasedonbigidea,the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inquiryand
practicalactivities,and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competences-orientedteachingbasedonthe
teachingsystem.Fourth,ithighlights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chemistryteachingevaluation
systembasedonthestudentscorecompetencesdevelopment,optimizesprocessevaluationand
summativ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s,deepens
comprehensiveevaluation,andexploresvalue-addedevaluationbasedonthedevelopmentof
studentscorecompetences.
Keywords:compulsoryeducation;chemistrycurriculumstandards;ideasofchemistrycurriculum;core
competences;big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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