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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体编排说明

二、分章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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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
         ——钠和氯
第三章 铁 金属材料
第四章 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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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与元素化合物知识穿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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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分散难点。基本概念（或原理）比较抽象；
元素化合物知识容易理解，但难以记忆。将两者穿
插编排，既降低了难度，又利于分散记忆。

符合化学学习的规律。化学的基本概念（或原理）
只有在一定元素化合物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出来
，而元素化合物知识的学习也只有在一定的理论、
概念指导下才能深入。



 元素化合物知识编排调整

6

元素化合物（章）：

 “律前”：第二章、第三章

 “律后”：第五章

   
优点：

元素知识（钠、氯、铝、铁）——元素周期律

            （深入，归纳）

元素周期律——元素知识（氮、硫）

             （指导，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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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化合物（节）：

 第一节 钠及其化合物   第二节 氯及其化合物

 第一节 铁及其化合物

 第一节 硫及其化合物   第二节 氮及其化合物

     单质——氧化物——酸（碱） ——盐（氯除外）

                         
 

 

         
 物质类别     元素价态

   

         
【学业要求】

1.能依据物质类别和元素价态列举某种元素的典型代表物。

3.能从物质类别、元素价态的角度，依据复分解反应和氧化
还原反应原理，预测物质的化学性质和变化，设计实验进行
初步验证，并能分析、解释有关实验现象。

   



 理论知识编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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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与初中衔接。

第二章第三节  物质的量：降低学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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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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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作用：对化学的概括性认识。

主要内容：

    化学的概念。

    化学的发展历史。

    当代化学的重要价值。

    我国化学发展的成就。

    化学的特点和魅力。

    化学学习的途径。



●化学的发展
历史

●化学的概念：
组成、结构、
性质、转化及
其应用



●我国化学发
展的成就

●当代化学的
重要价值



●化学的学
习途径

●化学的
特点和魅
力



●分类的价值
●物质类别和
元素价态两个
视角设计物质
间的转化途径



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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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的分类及转化。

2.立足初中，作好衔接。

3.强调概念的建构过程。



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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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的分类及转化。

   



必修课程

主题 内容要求

主题 2 ：
常见的无机物
及其应用

2.6     物质性质及物质转化的价值
  结合实例认识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多样
性，了解通过化学反应可以探索物质性质、实现
物质转化，认识物质及其转化在自然资源综合利
用和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价值。

物质转化的
价值

化学反应中物
质变化的价值

化学反应
的价值

化学
的价值



 第一章  物质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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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足初中，作好衔接。

知识衔接：

同素异形体、酸性氧化物、碱性氧化物；

分散系及其分类；

电解质、电离、离子反应；

氧化还原反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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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衔接：分类、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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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衔接：

粒子直径大小对物质性质的影响（分散系）；

物质分类和转化的价值；

从物质类别和元素价态两个视角设计物质间的转化
途径；

从离子、电子等微观视角对化学反应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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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调概念的建构过程。



创设情境

实验证据
（宏观现象）

引出概念
（电解质）

案例:电离



证据推理
（微观探析）

解决情境的问题

基于实验证据提
出新问题

建立模型
（电离）



建立模型
（电离）

符号表征
（电离方程式）

证据推理
（微观探析）



●物质类别和
元素价态两个
视角认识物质
及其变化
●定性和定量
两个视角认识
物质及其变化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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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节 钠及其化合物

2. 摩尔的定义

3. 强调原子结构与物质性质的关系。

4.强调物质的用途，突出化学的价值。

5. 充分发挥实验（探究）在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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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节 钠及其化合物

第二章  海水中的重要元素——钠和氯

单质
（Na）

氧化物
（Na2O、
Na2O2）

碱
(NaOH)

盐
(Na2CO3、
NaH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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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尔： 1 mol 粒子集合体所含有粒子数与0.012 kg 12C中
所含的碳原子数相同，约为6.02*1023。

2. 摩尔的定义

      2018年11月16日，根据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决议，
千克（kg）、安培（A）、开尔文（K）和摩尔（mol）这4个基
本单位将分别以普朗克常数（h）、基本电荷（e）、玻尔兹曼常
数（k）和阿伏加德罗常数（NA）的固定数值来实现新的定义。

    “摩尔”的新定义为：包含 6.022 140 76×1023 个基本物质的
物质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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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调原子结构与物质性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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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物质的用途，突出化学的价值。

 （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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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分发挥实验（探究）在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中的
作用。

  全章10个实验，1 个探究，1 个实验活动

      探究的设计：突出思路、强调证据推理



预测（有根据）

实验（证据与推理）

结论（反思）



●物质类别和
元素价态两个
视角认识物质
及其变化
●性能决定用
途的观念



第三章  铁  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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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认识视角及其功能。

2.以金属材料（合金）为载体，强化化学观念。

3.突出情境创设，体会知识的应用价值。

4. 铝的处理

5. 素材的选择体现中国元素。



第三章  铁  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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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调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认识视角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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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金属材料（合金）为载体，强化化学观念。

观念1：结构
与性能的关系



含碳量不同
（钢和生铁）

含碳量不同
（碳素钢的性

能不同）



组成不同

组成不同



思考与讨论

观念2：如何
改变合金的性
能？从哪些角

度考虑？



创设情境
（工业生产）

核心知识

3. 突出情境创设，体
会知识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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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情境
（工业生产）

实验

讨论
（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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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铝的处理

 铝、氧化铝与
酸、碱的反应，

两性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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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氧化铝与酸、
碱的反应，两性

氢氧化物



48

5. 素材的选择体现中国元素。(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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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应用
●从粒子间相
互作用的视角
认识化学反应
的本质
●结构决定性
质的观念



第四章  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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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出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

2. 分子及其空间结构。

3. 重视科学方法（模型、预测）的渗透。

4. 体现化学的认识思路和认识视角。

5.采用较多的图示、表格等。

6.重视化学史情景的创设。



1. 编排顺序调整，原子结构的位置提前，从原子结构的视
角研究元素周期表（律），体现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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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结构

元素周期表

同主族元素的性质

元素周期律

同周期元素的性质

第一节、第二节（新）                    第一节、第二节（旧）

元素周期表

同主族元素的性质

元素周期律

原子结构

同周期元素的性质

结构

位置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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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结构

离子键

化学键

共价键

化学反应的本质

第三节

编排顺序（突出结构的视角）



55

第二章、第三
章：钠、氯原
子结构的特点
与性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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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子及其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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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3：物质结构基础与化学反应规律
【内容标准】
3.2化学键
   认识构成物质的微粒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结合典型实
例认识离子键和共价键的形成，建立化学键概念。知道
分子存在一定的空间结构。

 模块2 物质结构与性质
主题2：微粒间的相互作用与物质的性质
【内容标准】
2.3分子的空间结构
结合实例了解共价分子具有特定的空间结构，并可运用
相关理论和模型进行解释和预测。知道分子的结构可以
通过波谱、X-射线衍射等技术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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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视科学方法（模型、预测）的渗透。

了解人类对原
子结构认识逐
步深入的演变
过程；认识模
型在科学发展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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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预测性质

位置



问题和预测
（原子结构视角）

实验和观察
（验证）

分析、结论



推测
（原子结构特点）

反应事实

分析、结论



推测（核外电
子排布规律）

实验、信息

结论（反思）



4. 体现化学的认识思路和认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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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结构”“性质”
间的关系

（结构化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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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粒子间相
互作用”的视
角认识物质
（离子化合
物、共价化
合物）及其

变化（实质）



5.采用较多的图示、表格等直观形式（微观、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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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格”归纳
碱金属原子的
核电荷数、原
子半径、核外

电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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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格”归纳1-
18号原子的核外
电子排布、原子
半径、主要化合

价变化规律



6.重视化学史情景的创设（正文、栏目、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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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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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话



习题



强化安全意识的培养

主题1：化学科学与实验探究
【内容标准】
1.4科学态度与安全意识
    树立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
熟悉化学品安全使用标识，知
道常见废弃物的处理方法，知
道实验室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
，形成良好的实验工作习惯。









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