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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教材结构 继承现行教材的
学科知识体系

有机物

生物大分子
合成高分子

结构特点
研究方法

烃
烃的衍生物 简单

复杂

基本类别
基本官能团
基本反应类型

知识应用
社会价值

结构 性质 用途



有机化合物的
组成与结构

烃及其衍生物
的性质与应用

生物大分子及
合成高分子

课程标准
3个主题





• 课程标准变化

• 科技和社会发展 



第一章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与研究方法



本章内容

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第二节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内容结构

有机
化合物

连接顺序

研究方法

成键方式

空间排布

同分异构

组成

结构

有机物类别 分类依据：碳骨架、官能团

共价键类型：σ 键和π 键

共价键与有机反应分离
提纯

确定
组成

确定
结构



教材特点与变化

基本保持一致：有机物分类、同分异构



变化较大：有机物中的共价键



共价键的类型、极性
与有机反应的关系



学科发展——内容更新





X射线衍射技术的发展



配合本节的科研实例

           ——青蒿素结构的测定



第二章 烃



本章内容

第一节　烷烃 

第二节　烯烃  炔烃 

第三节　芳香烃



内容结构

烃

烷烃

烯烃

炔烃

芳香烃

系统命名法

立体异构

基团之间的
相互作用

饱和程度
下降

性质
较简单

不饱和度
提高

性质
较复杂



教材特点与变化

突出结构分析对性质学习的指导作用

分子结构分析

           ——碳原子的成键方式、共价键的类型





各类烃的代表物——必修阶段要求不同

整体框架一致

具体呈现不同





• 分子结构分析

• 基团相互影响

• 类比与对比



第三章 烃的衍生物



本章内容

第一节　卤代烃 
第二节　醇 酚 
第三节　醛 酮 
第四节　羧酸 羧酸衍生物 
第五节　有机合成 

实验活动1 乙酸乙酯的制备与性质 
实验活动2 有机化合物中常见官能团的检验 



内容结构

烃的衍生物

含卤素

含氧

含氮

卤代烃

醇、醚
酚

醛、酮

羧酸
羧酸衍生物

胺

酯
油脂

酰胺

有机反应
官能团
化学键

有机合成
性质 应用



落实课标变化

对各类衍生物的要求不同，编写内容和呈现方式不同

教材特点与变化







共价键极性、基团的相互作用对有机物性质和
有机反应的影响





有机合成——构建碳骨架、引入官能团





合成路线设计：正向和逆向两种思路



• 有机合成的发展历史

• 有机合成的实际应用



第四章 生物大分子



本章内容

第一节　糖类 
第二节　蛋白质 
第三节　核酸 

实验活动3   糖类的性质



知识结构



教材特点与变化

为第三节核酸的学习进行铺垫

            ——核糖、脱氧核糖

            ——单糖的环状结构







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和社会实际



突出结构特征分析

形象化展示复杂结构

体现学科观念



联系国情

挖掘热点问题

    中的化学元素



• 科学史

• 爱国主义教育

• 密切联系学科知识



第五章 合成高分子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合成高分子的基本方法

第二节　高分子材料



通用高分子材料

    增加聚酰胺纤维



功能高分子材料

    增加高分子分离膜





碳骨架——不溶于水的母体主链

官能团——强亲水基团取代支链

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为导向

     进行分子结构设计、结构修饰

学科观念与素养目标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