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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化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评《化学课程与教学论》

杨启瑞+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300350)

胡志刚主编的《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科学出

版社2014年10月出版)以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

新相统一为原则，全面论述了新课程理念下化学教

育教学的变革与创新。该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专

业学生的参考教材，也是化学教师和化学教学研究

人员较为实用的一本工具书。

该书包括5个部分、11个章节。第1部分是

第1章，综述了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的体系、价值目

标和历史演变，构建了探索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基

础系统；第2部分系统建构了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的

基础理论知识，包括第2章中我国现行化学课程标

准、化学课程评价和国外化学课程的改革，第3章

中化学学习的基本理论、学习的迁移和应用、学习

方式与策略，第4章中化学教学中的分类法、归纳

法、演绎法、认识论等科学逻辑方法；第3部分面

向教师，在第5章概述教师专业发展内涵和结构的

基础上，结合化学学科特点，提出化学教师专业发

展的途径。第6章结合新课程改革提出的要求，提

倡“以研促教”；第4部分以技能为导向，在第7

章和第8章中讨论了教师在信息化时代下需要具备

的教学语言、导人、提问、演示、板书等技能，并

强调化学教育信息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化学教学

中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第5部分落脚于实践，讨论

了新时代背景下化学实验教学设计的展开方式并列举

了氢气、氧气的制备等实验教学的设计。

基于教育信息化和新课改的诉求，化学教育者

正在不断探索新的创新变革方式，以提高化学教育

的整体质量。新时代化学教育教学的改革主要体现

在以下3个方面：

(1)新时代对化学课程改革提出了新挑战。首

先，化学课程改革要“以学生发展为本”，在学生

现有知识结构与身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课程内容

要以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并重。其次，课程模块要

突出强调化学实验的作用。新课改重视实验在整个

化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要改变过去传统的

“师演生看”的实验方法，创设探究性学生实验情

‘通信联系人，E—mail：yqr@tju．edu．cn

境，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最

后，化学课程的内容要注重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活

实际紧密相联。化学是一门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

学科，因此教育者要贴近生活展开教学，例如在

“化学与生活”模块以生活中的常见化学现象为导

向展开教学。

(2)新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新课改实施成功的关

键因素。那么，化学教师应该如何促进自身的成长

呢?首先，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化学教师专业发展的

灵魂。先进的教育理念就包括与时俱进的课程观、

教学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其次，崇高的教学理想

是化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教育理想只有具备

超前性、批判性和导向性，才能使教育活动趋向于

真善美。再次，教育教学研究是化学教师专业发展

的翅膀。所以化学教师要积极响应时代要求，开展

行动研究、申报科研课题、参加创新类活动，让自

己成长为研究型教师。最后，教学反思是化学教师

专业发展的推动力。正如波斯纳提出的教师专业发

展的公式：经验+反思=成长，可见教学反思对教

师专业发展的强大助推力。

(3)教育正在走向信息化的新时代。教育信息

化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化学教育作为学科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学

科与信息技术的完美融合是必然之势。首先，应用

信息技术可以拓展教学内容、创建教学环境，例如

多媒体综合教室、VR实验室等。其次，新课改提

倡探究式学习、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而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能够创设真实的情境、提供多种交互方式

和资源，从而保证这一理念的实现。再次，信息技

术可以多样化师生的互动方式，增强师生交流，从

而使师生关系更加平等和谐。最后，我们已经全面

进入信息化社会，信息素养成为了信息社会中公民

的基础素质，而化学教育的信息化不仅仅只是教学

方式和资源的信息化，更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教

育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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