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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内容  
    三种课程内容观：课程内容即教材；课程内容即
学习活动；课程内容即学习经验。

数
目

定 义 解 析

1

    学校设置的学科内容的总称。可以指
学校的或一个专业的全部学科内容，或一
组学科内容。(教育大辞典编委会编. 教育大辞典(第

一卷)[Z].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261)

    抽象的课程内容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具体到某个学科的才有明确意义。

2

    课程内容指各门学科中特定的事实、
观点、原理和问题，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
(袁运开主编.简明中小学教育词典[Z].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0.198)

    科学课程内容应为学科知识（包
括事实、原理等）、观点、问题等组
织而成的结构化的综合体。

3

    课程内容是根据课程目标有目的地选
择的各种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知识体系。
(廖哲勋、田慧生主编.课程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3.180，184)

    课程内容是一类特殊的知识体系，
它由学生的直接经验和人类社会积累
下的为学生所用的间接经验组合而成。

4

    课程内容一般指特定形态课程中学生
需要学习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
略、方法、态度及价值观念等。
(俞红珍. 课程内容、教材内容、教学内容的术语之辨——

以英语学科为例[J]. 课程·教材·教法， 2005（8）：

49-53)

    课程内容与课程类型相关，一般
包括基本知识（包括事实、概念、原
理、方法等）、技能、观念等。



3课程内容的一般内涵  

    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和课程目标而由相关部门、

单位或个人（或由他们组成的群体）选择一系列要素并

将其通过一定程序和技术组合而成的系统化的课程事实

和教育文化。

       对于学科课程来说，学科知识（知识点、知识组

块）其核心要素。



4化学课程内容  
1．从化学课程内容概念内涵看：从单一要素向多个要素过渡
     化学课程内容选择任务要从过去的单一知识要素的选择走向其与化学科

学观念、化学学科发展及应用知识（包括问题及解决）、科学本质及化学

史等多元内容要素相协调与平衡的选择方向。

2．从我国化学学科课程知识的变迁特点看：弱化知识数量，强化
知识价值

知识要素组成 变更方向

化学物质知识
选择具有特定应用价值和功能的化学物质；选择能够说明化

学观念或规律的物质之间的关系性知识等；

化学用语知识
多选择能够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或资料阅读中遇见或利用的化

学用语；选择学生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化学用语知识等；

化学概念原理知识
选择能够有助于揭示化学本质和规律的知识；选择能够有助

于解决日常化学问题的化学知识等；

化学实验知识及其它 从化学实验手段、方法、技术等转向多类型、多功能实验。



5
化学课程内容选择的影响因素 

 历史因素：化学课程历史传统与化学课程内容选择

 价值因素：化学学科课程价值取向与化学课程内容选择

 文化因素：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与化学课程内容选择

 政治因素：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与化学课程内容选择

 条件因素：化学课程资源与化学课程内容选择



6
化学课程选择的一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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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中化学核心素养  

素养1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素养2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素养3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素养4 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

素养5 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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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解读核心素养 

    据我们所知，用“素养”一词来概括一门学科的教育总目标，最早出现

在2001 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与素养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ompetences。

素养一词在课程标准中出现，也许源于“素质”教育的提法。与“素质”对

应的英文单词是qualities。

——陈 刚、皮连生.从科学取向教学论看学生的“核心素养”及其体系构建

［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5）：20-27.

    

    PISA根据与学生生活距离由近及远分为个人、社会、职业和科学四类情

境。我国传统的数学教学主要在与学生生活距离最远的科学层面进行，学生

在数学世界中能够高质、高效地完成任务，但却不知道如何利用数学知识解

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数学与现实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王烨晖、辛  涛.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之关键问题[J].人民教育，

2017（3）：37-40



9
解读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的“三层架构”模型［3］。其意思大致是：核心素

养由三层结构构成。最低一级是“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其

上面是问题解决能力；最高层面是科学思维方法（在系统的学科学习中

通过体验、认识及内化等过程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

——李 艺、钟柏昌.谈核心素养［J］.教育研究，2015（9）：17-23.



10
高中化学核心素养 

强调：化学思想与方法、化学思维与观念

重视：化学科学及应用对于人发展的作用

思考：学生化学学习需要哪些经历和过程



11
高中化学课程内容改进的视角 

核心：化学知识要素与其它要素的组合方式

     化学科学应用的维度：生产与生活——理解生活

     化学科学文化的维度：语言与思维——社会适应

     化学科学发展的维度：技术与方法——参与科学

     化学科学影响的维度：历史与未来——文化理解



12
高中化学课程内容改进      案例 

案例1：“超分子”作为化学课程内容组分的可行性分析

案例2：“问题的化学情境”与“情境性化学问题”



13
总结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发展和成长，从化学

课程内容来看，一方面，要关注多个化学课程内容

要素的结构性重组，以更有利于学生直接经验的积

累；另一方面，要重新定位课程内容难度，探索嵌

入式认知化学科学本体，以更好地实现学科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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