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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实”境Ȟ提升素养*

——以“纯碱的秘密”教学为例

周Ǔ杨
银川市第三中学Ǔ宁夏Ǔ银川Ǔ750000

摘Ȟ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创设符合学生学情的真实问题情境，以大概念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学生利用所学知

识解决真实问题，在此过程中培养和提升初中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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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 [1]强调：

“真实、生动、直观且富有启迪性的学习情境，能够

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思考，帮助学生

建构大概念和核心概念，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初

中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新时代化学教育的重

要目标，如何开展以培养初中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为主

的化学教学，改变育人方式，是摆在新时代教师面前的

一个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能设计出适合学生学情

的真实问题情境，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

识解决真实问题是提升初中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一种

重要方式。本文以“纯碱的秘密”为课题，对生活中常

见的“苏打”进行探究，旨在通过对“苏打”俗名、

化学式、组成、构成、物质的分类、性质、工业制取

方法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学习物质的方

法；通过大概念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旨在改变教师

的授课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化学学科的

核心素养。*

1��教材及学情分析

本节课是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下册《第十一单元 课题1
生活中常见的盐》的复习课，属于“学习主题2.物质的性
质与应用”下的“2.2.4常见的酸、碱、盐”和“2.3认识
物质性质的思路与方法”。学生此时已学完了酸碱盐的

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与实践的能力，

因此，本节课以“苏打”这个真实问题情境为主线，教

师通过构建大概念教学，整合碳酸钠的相关知识，引导

学生掌握学习物质的方法，是符合学生学情的。

*文章系2023年宁夏银川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
划课题“基于真实问题提高初中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实践研究”（课题批准号：YJKG23-131）阶段性研
究成果。

2��基于大概念的教学设计思路（如图1：教学设计思路）

图1��教学设计思路

3��真实问题情境下的教学设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

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学习过程中教师

和学习伙伴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其

中，“情境”、“协作”、“交流”、“意义建构”是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四大要素。[2]本文以生活中常见的

“苏打”为真实问题情境，学生利用所学知识从“宏微

视角识纯碱”、“性质视角识纯碱”、“来源视角识纯

碱”三个方面来认识和掌握研究物质的方法，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利用所学化学观念解决真实问题，同时，学生

的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责任等化学

学科核心素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3.1  素材的选择
创设真实问题情境的教学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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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素材的来源可以是化学史、生产生活、传统文

化、科学技术、社会热点、化学实验等，如何选择适

合学生学情的素材就尤为重要，笔者认为素材的选择需

要遵循以下几点：第一，限准性。素材的选择必须以课

标为准、授课教材的版本为限，不能超出课标的要求、

教材的范围。本节课选择的纯碱在课标中的要求为“了

解食盐、纯碱、小苏打和碳酸钙等盐在日常生活中的应

用”、“了解检验溶液酸碱性的基本方法”，素材的选

用是符合课标和教材的要求的。第二，真实性。教师所

选素材一定是真实的，不能是虚构的、为上课而创设的

素材，不真实的素材其本身就不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

牵强的用在课堂和学生身上，那只能是浪费时间，做无

用功，学生更不可能通过对不真实的问题情境的学习来

提升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第三，适切性。初中学生刚

接触化学不久，知识储备不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弱，因此，教师在进行素材选择时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

学情，选择适合学生学情的素材，以便于学生进行学

习。本节课选择了纯碱包装袋后面的标签素材，学生通

过阅读标签，思考物质性质与用途的关系，并设计实验来

学习纯碱的性质，是符合学生学情的。第四，筛选性。素

材来源于生活，生活中的素材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

教师需要根据学情对素材进行处理、简化后才能使用。比

如，本节课选择的制取皮蛋的素材就有很多，制作时有

加入黄丹粉的、还有加入氢氧化钠的，加入的物质多，

反应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学生完成起来难度加大，会失

去研究的兴趣，但对素材进行加工筛选后，笔者选择的

配料表是：鲜鸭蛋、食用盐（NaCl）、食品添加剂[生石
灰（CaO）、食用纯碱（Na2CO3）]、水（H2O）、香辛
料。这样筛选后的素材相对来说简单，更符合初中生学

情，学生研究兴趣也较高，这样的素材才是能够满足初

中课堂创设真实问题情境教学要求的素材。

3.2  基于大概念组织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 [3]强调：

“课堂教学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主渠道，教师应秉持

化学课堂教学的核心素养导向理念，积极探索大概念引

领的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注重探究实践和科学思维

培养，重视“教—学—评”一体化，实现课堂教学从掌

握知识到发展素养的转变。”本节课课型的定位是复习

课，因此在设计时考虑使用了大概念引领的课堂教学，

以碳酸钠为主线，从物质的俗名、组成和构成、表示方

法、物质的分类等角度认识碳酸钠；从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包装袋上标签的信息等角度认识碳酸钠的性质，之

后，从食盐和纯碱鉴别的角度上综合考察了学生对盐的

性质的认识；最后，从观看侯氏制碱法视频认识工业上

是如何制取碳酸钠的。整节课涉及到了物质的性质与应

用、物质的组成与结构、物质的化学变化、科学探究与

化学实验、化学与社会等5个学习主题，这样基于大概念
的教学设计，将知识重组，节约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提

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3.3  教学过程
引课情境：品尝酸馒头

问题：老师蒸的馒头为何有酸味、不蓬松绵软呢？

[生]未加入苏打除去面团中的酸。
活动一：宏微视角识纯碱

情境：阅读“苏打”背面的成分标签

问题1：苏打的成分是碳酸钠，碳酸钠的俗名是？化
学式如何书写？

[生]俗名是纯碱、苏打，化学式是Na2CO3。

问题2：由化学式你知道碳酸钠的组成、构成是怎样
的呢？它属于哪一类物质呢？

[生]碳酸钠是由钠元素、碳元素、氧元素三种元素组
成的化合物，碳酸钠是由钠离子和碳酸根离子构成的盐。

活动二：性质视角识纯碱

情境1：碳酸钠的溶解度曲线
问题1：老师这里给大家提供了如图2所示碳酸钠的

溶解度曲线，请据此判断碳酸钠的溶解性是怎样的呢？

图2��碳酸钠溶解度曲线

[生]20℃时，碳酸钠的溶解度是21g左右，因此，碳
酸钠的溶解性是易溶于水的。

问题2：碳酸钠溶于水时是否伴随着能量的变化呢？
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设计并完成这个实验。

[生]取适量碳酸钠溶于水，振荡，用手触摸试管外
壁，试管壁是热的，说明碳酸钠溶于水时是放热的。

情境2：“苏打”使用说明
问题1：大家仔细阅读“苏打”背面的说明，你可以

找到碳酸钠的哪些化学性质呢？

[生]其溶液呈碱性，能与面团中的酸反应。
问题2：小组设计并完成实验证明碳酸钠溶液呈碱性？
[生1]向碳酸钠溶液中滴加1—2滴的无色酚酞溶液，

无色酚酞溶液变红，碳酸钠溶液呈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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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用玻璃棒蘸取碳酸钠溶液滴在pH试纸上，与标
准比色卡做对比，测得pH为11，碳酸钠溶液呈碱性。
问题3：蒸好的馒头疏松多孔、蓬松绵软，这是为什

么呢？

[生]蒸馒头时温度升高，碳酸钠与酸反应产生的二氧
化碳气体体积膨胀并逸出。

情境3：皮蛋配料表图
问题1：按图3配料表图制作出来的皮蛋会有一些涩

味，你能依据配料表图用化学方程式来表示有涩味的原

因吗？

[生 ]CaO+H 2O = Ca(OH) 2；Ca(OH)2+Na 2CO 3 = 
CaCO3↓ +2NaOH

图3��五香松花皮蛋配料表图

反应后生成氢氧化钠，还可能有残留的氢氧化钙，

因此，原味皮蛋会有涩味。

问题2：人们在食用皮蛋时常要加些食醋除去涩味，
为什么呢？

[生]醋酸中和了皮蛋中的碱性物质。
情境4：“苏打”使用说明
问题：碳酸钠在生活中除了能制作馒头、皮蛋，它

还有哪些用途呢？请大家在包装袋后面的说明中找一

找，说说它的用途都有哪些呢？

[生1]（1）制作面条时加入适量的苏打是为了使制作
出来的面条更筋道；（2）能减轻胃酸过多的病人胃部不
适的症状；（3）利用苏打也就是碳酸钠溶液的碱性，可
与瓜果蔬菜中残留的呈酸性的农药发生化学反应而将其

除去，使我们吃的更健康；（4）还可利用它的碱性，除
去餐具上的油污，进行餐具清洗，市面上卖的自动洗碗

机所使用的清洗液中就添加了碳酸钠。

[生2]除了这些生活中的用途之外，工业上它的用途
也很多，可用于玻璃、造纸、纺织和洗涤剂的生产等领

域。因此，碳酸钠是生活和生产中一种很重要的物质。

情境5：一小袋食盐、一小袋纯碱
问题：大家知道碳酸钠是白色固体，厨房中另一种

固体食盐也是白色固体，有些时候容易分不清楚，大家

能否设计并完成实验将二者进行鉴别呢？

[生1]利用物理性质鉴别：（1）看形状；（2）尝味
道；（3）溶于水的热量变化。

[生2]利用化学性质鉴别：（1）测定溶液的酸碱性或
酸碱度；（2）加入稀盐酸或稀硫酸；（3）加入氢氧化
钙溶液或氢氧化钡溶液；（4）加入氯化钙溶液或氯化钡
溶液。

活动三：来源视角识纯碱

情境素材：侯氏制碱法视频

活动四：课堂练习

将本节课的内容改编成题目，学生完成题目后教师

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对本节课的教学进行评价、反

思、改进，实现“教—学—评”一体化。

结束语

未来，我们深知教育的步伐永不停歇，而培养具备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优秀人才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

任。为此，我们将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放的心态，不

断追踪教育领域的前沿动态，勇于尝试新的教学理念和方

法。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我们将持续探索和创新培养策

略，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教育需求。我们坚信，在不懈

的努力下，能够培养出更多具备扎实化学观念、良好的科

学思维和科学探究与实践的能力、具有正确的科学态度与

责任的优秀人才，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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