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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有机物物理性质教学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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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的碎片化、因果关系的隔离化、知识与应用的颠倒化导致高中化学有机物物理性质的学习难度陡增,故

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整合教材,凝练核心概念,抽提思维模型,方便学生随时提取使用.在有机物物理性质教学中,

应先进行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知识重构,再进行学科情境的创设,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真实问题;再通过启

发学生思维、促进深层理解的学科活动,促进知识的落实、素养的形成和能力的培养,建立有机物物理性质的分析

模型;最后通过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考评,培养类比、归纳、对比、分析的思维,落实“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

推理与模型认知”等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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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ragmentationofknowledge,theisolationofcausality,andtheinversionofknowledgeand
applicationledtoasharpincreaseinthedifficultyoflearningthephysicalpropertiesofchemicalorganic
matterinseniorhighschool.Therefore,itisnecessarytointegrateteachingmaterials,concisecorecon-
ceptsandextractthinkingmodelsintheteachingprocess,whichisconvenientforstudentstolearnanduse
atanytime.Intheteachingofphysicalpropertiesoforganicmatter,weshouldfirstreconstructthecore
literacy-orientedsubjectknowledge,thencreatethesubjectsituationtoguidestudentstosolverealprob-
lemsinrealsituations,andthenpromotetheimplementationofknowledge,theformationofliteracyand
thecultivationofabilitythroughthesubjectactivitiesthatinspirestudents'thinkingandpromotedeepun-
derstanding,andestablishtheanalyticalmodelofphysicalpropertiesoforganicmatter.Finally,thecore
literacy-orienteddisciplineevaluationshouldcultivatethethinkingofanalogy,induction,comparisonand
analysis,andimplementthecoreliteracyofchemistrydisciplinessuchas“macroidentificationand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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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evidencereasoningandmodel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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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课程改革经历了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的变化过程,其中的变迁基本上体现

了从学科本位到育人本位的转变[1].
《普通高中化学》(人教版)中关于有机物物理性质的介绍零散地分布在各个章节中,只有在烷烃、烯

烃、卤代烃、醇、羧酸这些章节中出现了物理性质递变性的简要分析,缺乏整合;宏观递变性与差异性背后

的微观原理可以用选择性必修二第二章中“分子结构、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进行阐释,但缺乏针对性与系统

性;选择性必修三第一章第二节中介绍了有机物分离与提纯基本方法,这些方法利用了有机物物理性质的

差异,但这个性质的应用前置于知识的学习.总之,知识的碎片化、因果关系的隔离化、知识与应用的颠倒

化导致有机物物理性质的学习难度陡增,学生出现机械记忆、浅层投入学习的现象.为落实化学学科核心

素养,有必要开展有机物物理性质教学研究.

1 有机物物理性质

1.1 含义、变化规律及其用途

以2020年5月第1版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三“有机化学基础”第二章第三节“芳香烃”中对苯的物理性质

介绍为例,“苯是一种无色、有特殊气味的液体,有毒,不溶于水,易挥发,沸点80.1℃,熔点5.5℃,常

温下密度0.88g/cm3”,高中阶段常见的关于有机物物理性质的描述见表1.
表1 高中阶段常用的有机物的物理性质

物理性质 含义 举例或变化规律

颜色
物质对不同的波长的可见光选择性吸收后,会表现

出被人眼所能察觉到的颜色

三硝基甲苯———淡黄色

三溴苯酚———白色

气味 物质本身散发的味道

特殊气味———苯、乙醚、苯酚

苦杏仁气味———硝基苯

刺激性气味———乙醛、甲酸

强烈刺激性气味———甲醛

芳香气味———低级酯

挥发性 常温下以蒸汽形式存在于空气中 易挥发———苯、甲醇、乙醇、乙醚、乙醛

熔点 在一定压力下,纯物质的固态和液态呈平衡时的温度

沸点
在一定的压力下,纯物质的液态和气态达平衡时的

温度

组成和结构相似时,相对分子质量越大,熔沸点越高;
对于同类的同分异构体,支链越少,熔沸点越高;
分子的极性较大或存在分子间氢键,熔沸点偏高;
在高级脂肪酸形成的油脂中,不饱和程度越大,熔

沸点越低[2]

状态

一种物质出现不同的相,通常有固、液、气三态,
有的物质还有等离子态、超临界态、超固态、中子

态等

碳原子数为1~4的烃、新戊烷、甲醛、一氯甲烷等

在常温常压下为气态

溶解性 物质在一种特定溶剂里溶解能力大小的一种属性

遵循相似相溶原理,还与分子的结构相似性有关.
易溶于水———低级醇、低级醛、低级羧酸等

难溶于水———烃、卤代烃、小基化合物、酯类、醚

类等

密度 对特定体积内的质量的度量

对于同分异构体,支链越多,密度越小;
对于气态有机化合物而言,同温同压下,相对分子

质量越大,密度越大

  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常作为分离、检别和鉴定有机物质的方法基础,特别是找到分子结构和某些

物理性质的关系后,某些物理性质也像化学性质一样可以用来判明或测定物质的结构,因此,对有机化合

物物理性质的深入理解,在学习和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3].

501第6期           王明,等:高中化学有机物物理性质教学研究



物质的物理性质取决于分子间作用力、分子本身的电子及核间作用,也就是说取决于分子本身的结

构,而“分子结构与性质”模块出现在选择性必修二第二章中,按照“位—构—性”的思维模型,有机物物理

性质与分子结构的学习是互为表里的逻辑关系,若想掌握各类有机物的物理性质的相似性与递变性,需要

在结构化学的基础上,从分子的结构及分子间作用力的角度进行阐述.
1.2 课标分析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关于有机物的物理性质的内容要求与学业要求分

别为:

①必修课程主题4“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及其应用”:认识乙烯、乙醇、乙酸的结构及其主要性质与应用;

②选择性必修二“物质结构与性质”中的主题2“微粒间的相互作用与物质的性质”:根据微粒的种类及

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物质的性质与微观结构的关系;认识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知道范德华力和氢

键是两种常见的分子间作用力,了解分子内氢键和分子间氢键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存在及重要作用;能根据

共价分子的结构特点说明简单分子的某些性质;能说明分子间作用力(含氢键)对物质熔、沸点等性质的

影响;

③选择性必修三“有机化学基础”中的主题2“烃及其衍生物的性质与应用”:认识烷烃、烯烃、炔烃和

芳香烃的组成和结构特点,比较这些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和性质的差异;认识卤代烃、醇、醛、羧酸、
酯、酚的组成和结构特点、性质、转化关系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应用;

1.3 教材分析

《普通高中化学》(人教版)必修第二册、选择性必修三“有机化学基础”中零散地介绍了有机物的物理性

质,仅有少数简略地介绍了物理性质的递变规律(表2).
表2 《普通高中化学》(人教版)中对有机物的物理性质及其影响因素的介绍

有机物 内容类别 内容 章节位置

烷烃 物理性质、规律

烷烃均为难溶于水的无色物质,其熔点、沸点和

密度一般随着分子中碳原子数的增加(同时相对

分子质量也在增大)而升高

必修二第七章第一节“认识有机

化合物”

乙烯 物理性质
乙烯是一种无色、稍有气味的气体,密度比空气

的略小,难溶于水

必修二第七章第二节“乙烯与有

机高分子材料”

乙醇 物理性质
乙醇是无色、有特殊香味的液体,密度比水的

小,易挥发.乙醇能与水以任意比例互溶.
乙酸 物理性质 乙酸是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液体

乙酸乙酯 物理性质 乙酸乙酯是无色透明、有香味的油状液体

必修二第七章第三节“乙醇与乙

酸”

葡萄糖 物理性质 葡萄糖是一种有甜味的无色晶体,能溶于水

蛋白质 物理性质 有的蛋白质能溶于水,有的则难溶于水

油脂 物理性质 植物油脂通常呈液态,动物油脂通常呈固态

必修二第七章第四节“基本营养

物质”

甲烷与烷烃
物理性质、

规律

纯净的甲烷是无色、无臭的气体,难溶于水,密

度比空气的小

随着烷烃碳原子数的增加,烷烃的熔点和沸点逐

渐升高,密度逐渐增大

选择性必修三第二章第一节“烷
烃”

乙烯与烯烃
物理性质、

规律

纯净的乙烯为无色、稍有气味的气体,难溶于

水,密度比空气的略小

烯烃物理性质的递变规律与烷烃的类似,沸点也

随分子中碳原子数的递增而逐渐升高

乙炔 物理性质
乙炔是无色、无臭的气体,微溶于水,易溶于有

机溶剂

选择性必修三第二章第二节“烯
烃、炔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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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普通高中化学》(人教版)中对有机物的物理性质及其影响因素的介绍

有机物 内容类别 内容 章节位置

苯及苯的

同系物
物理性质

苯是一种无色、有特殊气味的液体,有毒,不溶

于水,易挥发,沸点80.1℃,熔点5.5℃,常温

下密度0.88g/cm3

苯的同系物一般是具有类似苯的气味的无色液

体,不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密度比水的小

选择性必修三第二章第三节“芳
香烃”

卤代烃 物理性质及规律

卤代烃大多为液体或固体,不溶于水,可溶于有

机溶剂,密度和沸点都高于相应的烃,密度一般

随着烃基中碳原子数目的增加而减少,沸点随碳

原子数目的增加而升高

选择性必修三第三章第一节“卤
代烃”

醇 物理性质及规律

甲醇是无色、具有挥发性的液体,易溶于水

乙二醇和丙三醇都是无色、黏稠的液体,都易溶

于水和乙醇

醇在水中的溶解度一般随着分子中碳原子数的

增加而降低,沸点随碳原子数的增加而升高

酚 物理性质

纯净的苯酚是无色晶体,具有特殊的气味,易溶

于乙醇等有机溶剂,当温度高于65℃时能与水

互溶

选择性必修三第三章第二节“醇
酚”

醛类 物理性质

乙醛是无色、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液体,密度比水

的小,能与水、乙醇等互溶

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易

溶于水

苯甲醛是一种有苦杏仁气味的无色液体

酮 物理性质
丙酮是无色透明的液体,易挥发,能与水、乙醇

等互溶

选择性必修三第三章第三节“醛
酮”

羧酸 物理性质及规律

随着分子中碳原子数的增加,一元羧酸在水中的

溶解度迅速减小,甚至不溶于水,其沸点也逐渐

升高

高级脂肪酸是不溶于水的蜡状固体

羧酸与相对分子质量相当的其他有机化合物相比,
沸点较高,这与羧酸分子间可以形成氢键有关

酯 物理性质
低级酯是具有芳香气味的液体,密度一般比水的

小,易溶于有机溶剂

选择性必修三第三章第四节“羧
酸 羧酸衍生物”

  由于有机物属于分子晶体,所以在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二“物质结构与性质”第二章第三节“分子结构与

物质的性质”中介绍了分子结构、分子间的作用力与分子的物理性质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建立有机物物理

性质相似性与递变性的认知模型(表3).
表3 《普通高中化学》(人教版)中对有机物的物理性质的介绍

知识点 影响因素 对物理性质的影响

范德华力
相对分子质量越大,范德华力越大;
分子的极性越大,范德华力越大

组成和结构相似时,范德华力越大,分子的熔沸

点越高

氢键

分子间氢键个数越多,分子间作用力增大的越多;
形成分子间氢键的分子间作用力比形成分子内

氢键的分子间作用力大

氢键的存在,加强了分子间的作用力,使物质的

熔、沸点升高;
溶质和溶剂之间如果存在氢键,溶剂和溶质之间

的氢键作用力越大,溶解性越好

溶解性 相似相溶,包括分子的极性与结构的相似性
非极性溶质一般能溶于非极性溶剂

极性溶质一般能溶于极性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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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化学》(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三的第一章第二节“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中介绍了分离、
提纯有机化合物的常用方法,有蒸馏、萃取和重结晶等,这些分离、提纯方法的原理基础即为有机物的物

理性质,主要为熔沸点和溶解性(表4).
表4 高中阶段有机物分离、提纯的方法与有机物物理性质的关系

分离、提纯的方法 原理 适用条件

蒸馏
分离和提纯液态有机化合物的常用方法,利用沸

点不同进行分离

有机化合物含有少量杂质,该有机化合物热稳定

性较高,其沸点与杂质的沸点相差较大

萃取

液—液萃取:利用待分离组分在两种不互溶的溶

剂中的溶解度不同,将其从一种溶剂转移到另一

种溶剂的过程

固—液萃取:用溶剂从固体物质中溶解出待分离

组分的过程

萃取剂与原溶剂互不相溶

溶质在萃取剂中的溶解度远大于在原溶剂中的

溶解度

萃取剂与原溶液中的成分不反应

重结晶

提纯固体有机化合物的常用方法,是利用被提纯

物质与杂质在同一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同而将杂

质除去

杂质在溶剂中溶解度很小或溶解度很大,易于除

去;被提纯的有机化合物在溶剂中的溶解度受温

度的影响较大,能够进行冷却结晶

2 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机制

2.1 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知识重构

知识都具有内在结构,即知识的内在构成,具有“符号表征、逻辑形式、意义”这3个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在知识的内在结构中,符号是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是知识的存在形式,即符号存在;逻辑形式是知

识构成的规则或法则,逻辑形式是人的认识成果系统化、结构化的纽带和桥梁,是认识的方法论系统;意

义是知识的内核,是内隐于符号的规律系统和价值系统.只有把握住符号、逻辑形式、意义之间的内在关

联,才能从整体上理解知识和掌握知识[4].
现以一堂作者执教的公开课为例,具体阐述在高三化学一轮复习课堂中,如何以情境为抓手,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以问题为驱动,促使学生深入挖掘;以试题检测为手段,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人教版(2019年)《普通高中化学》选择性必修三中,关于卤代烃、醇、醛和羧酸的物理性质分散在教材

的各章节中,“太过零散、不成体系、没有规律、篇幅较短、不是重点、考得好像不多……”是很多教师对有

机物物理性质的普遍认识.因此,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对物理性质的教学并不重视,当时间不够的时候,可能

会忽略对这部分知识的教学.教材正文和课后习题几乎没有涉及对学生物理性质掌握情况的考查,没有提

供展现学生学习效果的机会.化学课堂教学既要重视知识的建构,又要重视知识与方法的迁移,在解决真

实化学问题的活动中,为学生提供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表现机会[5].
相对于化学性质,物质的物理性质更加零散,学生在学习时普遍反映无法聚焦,抓不到重点,结构和

物理性质间找不到联系,遇到真实问题时不知道应该调用哪一部分知识可以促进解决.零散的知识不能形

成素养,更不能迁移.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整合教材,凝练核心概念,抽提思维模型,方便学生的随时提

取使用,进而促进真实情境下问题的解决.
以在烃分子R中引入其他原子G(X,O,N等)变为烃的衍生物为例,其结构可以表示为:

引入其他原子后,有机物的物理性质(熔沸点、溶解性等)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这时需要将烃及其衍生物

的物理性质以及结构化学中分子晶体的物理性质进行知识重构,建立物理性质的影响因素思维模型(图1).

801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8卷



图1 有机物的物理性质影响因素思维模型

按照以上的思维模型,可以从结构决定性质的角度分析出引入其他原子后有机物在物理性质上的变化

(图2).

图2 有机物结构—性质知识建构图

奥苏伯尔认为,学习的实质就是学生认知结构的组织和重新组织,组织和重新组织的过程就是新旧知

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教育形式的知识,是教育内容经过分化、重组、整合而形成的富有教育意义

又能帮助学生以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学习的知识序列[6].

2.2 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情境创设

学科情境指的是学科知识产生、提出、发展的条件、背景、过程或故事.从教学的角度讲,学科情境是

对促进学生学习、理解、消化、建构学科知识的具有社会化色彩的学习环境的概括,如果说学科知识是形

成学科素养的载体,那么学科情境则是学习学科知识的载体.学科知识要转化为学科素养,离不开学科情

境的介入和参与.在真实情境中解决真实问题,是反思与创新的逻辑前提.“能教”表明教师关注学生已有的

认知经验,并将其作为生长点,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新知;“善教”要求教师通过教学针对某一问题生成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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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情境,在师生、生生的共同参与下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重构,以发现原有知识的“另一面”[7].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8],学习如果具有思想、感情、创造、美和游戏的鲜艳色彩,那它就能称为孩子们深

感兴趣和富有吸引力的事情.泡泡机制造的晶莹剔透、绚丽多彩的泡泡承载了每个人童年的梦想与欢乐,

但只用水很难得到又大又持久的泡泡.如何利用有机物的结构与物理性质,制作出无毒无污染的“超级泡

泡”,既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与积极性,又可以将有机物的结构与物理性质进行系统的整合.为了探寻

“超级泡泡”的配方,需要学生从泡泡的产生、泡泡破裂的原因入手寻找让泡泡更大更持久的方法,再结合

所学的有机物的结构和物理性质,寻找无毒无污染且符合要求的原料,多次试验得到最佳“超级泡泡水”

配方.
学科情境应成为学生的思维发生处、知识形成处、能力成长处、情感涵育处,创设情境就是构建课程

知识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情感、生命相接的过程.情境的创设要基于生活、融入情感、内含问题、激

发联想、阐明知识.设置真实背景和挑战性任务,促使知识结构化、功能化、素养化,利于学生构建认识模

型和经验图式,建构理解、提高能力、发展素养,使核心素养具体化、整合化[9].

2.3 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活动设计

如果说学科知识是学科核心素养形成的主要载体,那么学科活动则是学科核心素养形成的主要路径.
学科活动指的是学科完整学习所需要的一系列认知的、社会的和行为的活动.从教学的角度讲,学科活动

这一概念蕴含着这三层意思:第一,强调学生的主体性;第二,强调过程性和任务性;第三,强调体验和感

悟.教学活动的设计一般遵循如图3所示的步骤.

图3 学科教学活动设计流程

教学模式为“三环六步”教学程式,即主题环节中选择主题与规划方案、探究环节中活动探究与创制作

品、表达环节中成果展示与交流评价[10].实际教学中以学科活动为主线和明线,学科活动中的问题解决暗

含的则是层层递进的学科知识.
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教学强调有意义的学习过程.有意义学习实质就是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

认知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非任意和实质性的联系.有意义学习需要学习材料必须具有逻辑意义,学习者自

身必须具有有意义学习的心向(如积极主动建立意义关联的倾向)、具有与新知识进行关联的先行知识并能

够积极主动地将新旧知识进行关联[11].学生在3年内由浅入深地学习有机物相关的知识,随着学生抽象思

维逐渐发展,高中课程对学生的抽象思维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若学生的思维发展缺乏指导,就会降低

其学习的认知投入,陷入机械记忆和反复练习,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总结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这提醒教

师需多关注高二年级学生在学习中的情感变化,防止学生从“高情感—适度投入型”转变为“浅层投入

型”[12].图4为以重构后的有机物物理性质这一知识模块为例,介绍如何设计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教学活

动,实际教学的情境线、知识线、活动线、素养线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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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有机物物理性质学科活动设计

图5 核心素养导向的有机物物理性质教学线索

111第6期           王明,等:高中化学有机物物理性质教学研究



2.4 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考评

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考评包括综合多种形式的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考试评价.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

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察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近年来高

考命题在情境创设上显示了两大走向和特点:第一,创新试题情境设计,注重考查信息处理能力;第二,试

题素材紧密联系实际,突出考察应用能力.选取以下几道高考试题进行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有机物物理性质

的核心知识的检验与运用(表5).
表5 关于有机物物理性质的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学科考评

来源 试题节选 考查知识点 素养水平

2016浙江

有关苯的性质,判断说法是否正确:
煤干馏得到的煤焦油可以分离出苯,苯是无色无味的液态烃

【答案】:错误

【解析】:苯是一种无色、有特殊气味的液体

苯的 颜 色、味 道、
状态

2020全

国卷Ⅰ

判断说法是否正确:
CH3CH2OH能与水互溶

【答案】:正确

【解析】:乙醇与水分子极性相似且能与水分子间形成氢键,
故能与水以任意比例互溶

乙醇的溶解性

“宏观辨识与微观

探析”的识记水平

2014北京

判断说法是否正确:
室温下,在水中的溶解度:丙三醇>苯酚>1 氯丁烷

【答案】:正确

【解析】:羟基可以与水分子形成氢键,羟基越多,溶解度越

大;同时碳原子数越少分子极性较强与水分子越相似,溶解

性也会越好

2010重庆

比较贝诺酯( )和扑热息

痛( )的溶解性

【答案】:贝诺酯的溶解度更小

【解析】:贝诺酯中碳原子数比扑热息痛多,与水分子的相似

较小,性质越靠近烃,故溶解度小

有机物在水中溶解

度的大小比较

“证据推理与模型

认知”的比较水平,
需要 掌 握 分 子 结

构、氢键对溶解度

的影响规律

2013海南

下列有机化合物中沸点最高的是:A.乙烷  B.乙烯  
C.乙醇  D.乙酸

【答案】:D
【解析】:碳原子数相同的时候,含氧衍生物的沸点肯定高于

烃;乙酸分子的摩尔质量更大,分子极性更强,更容易(有两

个O原子)与水分子形成分子键氢键.综上,乙酸的沸点

最高

有机物沸点的大小

比较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的比较水平,需

要掌握范 德 华 力、
氢键对沸点的影响

规律,同时学生需

建立“结构决定性

质”的思维模型

2017全国

判断说法是否正确:
水可以用来分离溴苯和苯的混合物

【答案】:错误

【解析】:溴苯与苯互溶(分子极性相似),溴苯与苯均难溶于

水(分子极性差距大),互溶的液态有机物可以利用沸点不同

进行分离

有机物的分离提纯

“科学探究与创新

意识”的应用水平,
需要充分对比有机

物的物理性质,选

择合适的分离、提

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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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关于有机物物理性质的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学科考评

来源 试题节选 考查知识点 素养水平

2016北京

在一定条件下,甲苯可生成二甲苯混合物和苯.有关物质的

沸点、熔点如表:

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间二甲苯 苯

沸点/℃ 138 144 139 80
熔点/℃ 13 -25 -47 6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该反应属于取代反应

B.甲苯的沸点高于144℃
C.用蒸馏的方法可将苯从反应所得产物中首先分离出来

D.从二甲苯混合物中,用冷却结晶的方法可将对二甲苯分

离出来

【答案】:B
【解析】:组成和结构相似时,相对分子质量越大,范德华力越

大,熔沸点越高,因此甲苯的沸点应介于苯与二甲苯之间

有机沸点的大小比

较;有机物的分离

提纯

“证据推理与模型

认知”的比较水平,
需要 掌 握 范 德 华

力、氢键对沸点的

影响 规 律;“科 学

探究与创新意识”
的应用水平,需要

充分对比有机物的

物理性质,选择合

适 的 分 离、提 纯

方法

3 教学反思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有机物物理性质的融合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二结构和选择性必修三有机的相关知识,
以童年生活中的经典游戏为情境引入,将情境—知识—活动—素养整合在一起,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化学

核心素养.通过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有机物物理性质的的学习,归纳出影响物理性质的关注点,落实宏观辨

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模型认知、动态观念与平衡思想的核心素养;通过生活中的小实验,落实科学探

究与创新意识;最后利用科学家的发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践行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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