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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教材结构

学科体系

社会议题

化学物质 化学原理

化学的应用与价值

无机物
有机物

化学反应与能量
反应速率与限度

第五章　化工生产中的

              重要非金属元素 
第七章　有机化合物 

第六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第八章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



本章内容

第一节　硫及其化合物

第二节　氮及其化合物

第三节　无机非金属材料

实验活动4  用化学沉淀法去除粗盐中的杂质离子 
实验活动5  不同价态含硫物质的转化 



原子结构、元素周期律的学习之后。

典型非金属元素（氯）的学习之后。

掌握思路方法（物质类别、元素价态：认识元素化合物的
基本思路）

形成核心素养（结构决定性质、变化观念）



内容结构







教材特点与变化

编排方式的变化

新教材：

   非金属元素及化合物分散

       周期律前——氯（必修1）
       周期律后——硫、氮（独立介绍）

                      ——硅（融于应用之中）        



突出化学理论对元素性质学习的指导作用

位置

结构 性质



• 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要求



•         



各类栏目的作用



必修1中栏目





无机非金属材料

硅及其化合物



纳米尺度——分子结构

微米尺度——原料形态

宏观尺度——成品外观



第六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本章内容

第一节　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 
第二节　化学反应的速率与限度

实验活动6  化学能转化成电能

实验活动7  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



化学反应基本特征——物质变化、能量变化

认识化学反应、利用化学反应的基本视角

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电化学）
——化学反应原理（选修模块）

形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内容结构

认识化学反应、
利用化学反应的
四个基本视角



初步形成对化学
反应规律的完整认识



实验事实

概念

微观解释

判断依据

应用价值

教材特点与变化



具体数据

    ——断裂、形成化学键的 
           能量变化实例

遵循课标的学业要求

    



物理学、化学知识基础

自主构建

     ——原电池的构成要素、工作原理



精简内容

必修选修界线清晰



• 探究问题分层设置



维持现行教材程度

结合实例讨论



第七章 有机化合物



本章内容

第一节　认识有机化合物 
第二节　乙烯与有机高分子材料 
第三节　乙醇与乙酸 
第四节　基本营养物质 

实验活动8  搭建球棍模型认识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特点 
实验活动9  乙醇、乙酸的主要性质 



自然界、人工合成的物质，绝大多数为有机物；能源、
资源、环境、安全、健康等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有机化学

构建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

后续学习的基础：

             ——必修第八章“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选修有机化学模块

                    高中生物课



内容结构





两个碳原子间
的成键方式

多个碳原子间的
结合方式

碳骨架——平面位置关系——构造

教材特点与变化



碳骨架——空间位置关系——构型

自行归纳烷烃的组成和结构特点



• 其他有机物的母体

• 有机物的通性 



• 物理性质

• 分子结构

• 化学性质

• 用途

• 学习有机物的一般流程



物质分类思想

辨识有机物的两个基本视角

——碳骨架与官能团

乙炔和苯——课标要求较低



• 初中基础

• 材料的组成

• 结构与材料性质的关系 



●官能团的作用
●有机物的认知模型



组成、结构

性质

用途







第八章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本章内容

第一节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二节　化学品的合理使用 

第三节　环境保护与绿色化学 



内容结构

化 学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自 然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化 学 品 的 合 理 使 用

环 境 保 护 与 绿 色 化 学

金 属 矿 物

海 水

化 石 燃 料

化 肥 、 农 药 的 合 理 施 用

合 理 用 药

安 全 使 用 食 品 添 加 剂

化 学 与 环 境 保 护

绿 色 化 学

产 品

资 源 环 境





产品

资源

环境

人

社会热点问题：

      资源、能源、材料、健康、安全、环境

      ——化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科学态度、社会责任



知识总结与应用



• 真实的生产情境

• 工业应用的复杂性



化学物质数量多

常识性介绍





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法规进行判断，

分析问题



新增内容



理念

行动

• 科学态度、社会责任

• 化学的正面形象
化学的积极作用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