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新课程标准 

第一部分 前言 

  化学是自然科学(de) 重要组成部分,它侧重于研究物质(de) 组成、结构和性能

(de) 关系,以及物质转化(de) 规律和调控手段.今天,化学已发展成为材料科学、生

命科学、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de) 重要基础,成为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

步(de) 重要力量,并正在为解决人类面临(de) 一系列危机,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

和粮食危机等,做出积极(de) 贡献. 

  作为科学教育(de) 重要组成部分,新(de) 化学课程倡导从学生和社会发展(de)

需要出发,发挥学科自身(de) 优势,将科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de) 突破口,激发学

生(de) 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获得化学知识和技能(de)

过程也成为理解化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值观(de)

过程. 

  一、课程性质 

  义务教育阶段(de) 化学课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对社会发展(de) 作用,能

从化学(de) 视角去认识科学、技术、社会和生活方面(de) 有关问题,了解化学制品

对人类健康(de) 影响,懂得运用化学知识和方法去治理环境污染,合理地开发和利

用化学资源；增强学生对自然和社会(de) 责任感；使学生在面临与化学有关(de)

社会问题(de) 挑战时,能做出更理智、更科学(de) 决策. 

  义务教育阶段(de) 化学课程应该体现启蒙性、基础性.一方面提供给学生未来

发展所需要(de) 最基础(de) 化学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运用化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分析和解决简单问题(de) 能力；另一方面使学生从化学(de) 角度逐步认识自然与

环境(de) 关系,分析有关(de) 社会现象. 



  二、基本理念 

  1.让每一个学生以轻松愉快(de) 心情去认识多姿多彩、与人类息息相关(de)

化学,积极探究化学变化(de) 奥秘,形成持续(de) 化学学习兴趣,增强学好化学(de)

自信心. 

  2.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平等(de) 学习机会,使他们都能具备适应现代生活及未

来社会所必需(de) 化学知识、技能、方法和态度,具备适应未来生存和发展所必备

(de) 科学素养,同时又注意使不同水平(de) 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良好(de)

发展. 

  3.注意从学生已有(de) 经验出发,让他们在熟悉(de) 生活情景中感受化学(de)

重要性,了解化学与日常生活(de) 密切关系,逐步学会分析和解决与化学有关(de)

一些简单(de) 实际问题. 

  4.让学生有更多(de) 机会主动地体验探究过程,在知识(de) 形成、联系、应用

过程中养成科学(de) 态度,获得科学(de) 方法,在 做科学 探究实践中逐步形

成终身学习(de) 意识和能力. 

  5.使学生初步了解化学对人类文明发展(de) 巨大贡献,认识化学在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促进人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de) 地位和作用,相信化学为实现人

类更美好(de) 未来将继续发挥它(de) 重大作用. 

  为每一个学生(de) 发展提供多样化(de) 学习评价方式.既考核学生掌握知识、

技能(de) 程度,又注重评价学生(de) 科学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还要关注学生在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de) 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力求使更多(de) 学生学会反思和自

我评价. 

  三、设计思路 



  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包括前言、课程目标、

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如下图所示： 

    1.依据国际科学教育和化学课程改革(de) 趋势,以及国内化学课程(de) 现状

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de) 指导思想,标准确立了化学课程改革(de) 重点：以提高学

生(de) 科学素养为主旨；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de) 相互联系；倡导以科学探究

为主(de) 多样化(de) 学习方式；强化评价(de) 诊断、激励与发展功能. 

  2.化学课程通过化学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方

面来体现对未来社会公民科学素养(de) 培养,据此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de)

具体目标. 

  3.标准一方面强调科学探究是一种重要而有效(de) 学习方式,在内容标准中

对各主题(de) 学习提出了探究活动(de) 具体建议,旨在转变学生(de) 学习方式,使

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化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另一方

面将科学探究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de) 重要学习内容,在内容标准中单独

设立主题,明确地提出发展科学探究能力所包含(de) 内容与培养目标.同时,标准

对科学探究(de) 教学实施和评价也提出了相应(de) 建议. 

  4.化学课程内容(de) 选择依据学生(de) 已有经验和心理发展水平,反映化学

学科内容特点,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de) 联系,确定了 科学探究 身边(de) 化学

物质 物质构成(de) 奥秘 物质(de) 化学变化 化学与社会发展 五个内容主题,

规定了具体(de) 课程内容标准.这些内容是学生终身学习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所

必需(de) 化学基础知识,也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de) 载体. 

  5.标准中 活动与探究建议 是为了突出学生(de) 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学

生学习(de) 主体性而设置(de). 实验是学生学习化学、实现科学探究(de) 重要途径,



观察、调查、资料收集、阅读、讨论、辩论等也是积极(de) 学习方式.这些活动本

身就是化学课程内容(de) 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实现化学课程目标(de) 基本保

证. 

  6.标准中 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包括与学习内容相关(de) 各种背

景资料,如化学史料、日常生活中生动(de) 自然现象和化学事实、化学科学与技术

发展及应用(de) 重大成就、化学对社会发展影响(de) 事件等.这些素材旨在帮助教

师理解课程目标,教师可在相关主题(de) 教学中利用这些素材来创设学习情景,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de) 主动性和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体验化学与技术、

社会(de) 紧密联系,引导学生认识化学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中(de) 重要作用. 

  四、关于目标要求(de) 说明 

  标准对目标要求(de) 描述所用(de) 词语分别指向认知性学习目标、技能性学

习目标和体验性学习目标.按照学习目标(de) 要求设有不同(de) 水平层次.对同一

层次(de) 学习要求所采用(de) 词语有对学习结果目标(de) 描述,也有对学习过程

目标(de) 描述. 

  1.认知性学习目标(de) 水平 

  从低到高：知道、记住、说出、列举、找到 

       认识、了解、看懂、识别、能表示 

       理解、解释、说明、区分、判断 

  2.技能性学习目标(de) 水平 

  从低到高：初步学习（如分离混合物、制取气体） 

       初步学会（如取用药品、加热、选择仪器、连接仪器、配制 溶液、

检验物质、使用化学用语、观察记录、简单计算） 



  3.体验性学习目标(de) 水平 

  从低到高：体验、感受 

       意识、体会、认识、关注、遵守 

       初步形成、树立、保持、发展、增强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 

  义务教育阶段(de) 化学课程以提高学生(de) 科学素养为主旨,激发学生学习

化学(de) 兴趣,帮助学生了解科学探究(de) 基本过程和方法,培养学生(de) 科学探

究能力,使学生获得进一步学习和发展所需要(de) 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引导

学生认识化学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方面(de) 重要作用,通过化学

学习培养学生(de) 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提高未来公民适应现代社会生活(de)

能力. 

  通过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de) 学习,学生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发展.  

  一、知识与技能 

  1.认识身边一些常见物质(de) 组成、性质及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de) 应用,

能用简单(de) 化学语言予以描述. 

  2.形成一些最基本(de) 化学概念,初步认识物质(de) 微观构成,了解化学变化

(de) 基本特征,初步认识物质(de) 性质与用途之间(de) 关系. 

  3.了解化学与社会和技术(de) 相互联系,并能以此分析有关(de) 简单问题. 

  4.初步形成基本(de) 化学实验技能,能设计和完成一些简单(de) 化学实验. 

  二、过程与方法 

  1.认识科学探究(de) 意义和基本过程,能提出问题,进行初步(de) 探究活动. 

  2.初步学会运用观察、实验等方法获取信息,能用文字、图表和化学语言表述



有关(de) 信息,初步学会运用比较、分类、归纳、概 

   括等方法对获取(de) 信息进行加工. 

  3.能用变化与联系(de) 观点分析化学现象,解决一些简单(de) 化学问题. 

  4.能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和讨论,清楚地表达自己(de) 观点,逐步形成良好

(de) 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保持和增强对生活和自然界中化学现象(de) 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学习化

学(de) 兴趣. 

  2.初步建立科学(de) 物质观,增进对 世界是物质 物质是变化 等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de) 认识,逐步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de) 

   观念. 

  3.感受并赞赏化学对改善个人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de) 积极作用,关注与化

学有关(de) 社会问题,初步形成主动参与社会决策(de) 意 

   识. 

  4.逐步树立珍惜资源、爱护环境、合理使用化学物质(de) 观念. 

  5.发展善于合作、勤于思考、严谨求实、勇于创新和实践(de) 科学精神.) 

  6.增强热爱祖国(de) 情感,树立为民族振兴、为社会(de) 进步学习化学(de) 志

向. 

第三部分 内容标准 

  内容标准是标准(de) 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5 个一级主题,每个一级主题由若干

个二级主题（单元）构成.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科学探究 

身边(de) 化学物质 

物质构成(de) 奥秘 

物质(de) 化学变化 

化学与社会发展 增进对科学探究(de) 理解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  

学习基本(de) 实验技能  

地球周围(de) 空气  

水与常见(de) 溶液  

金属与金属矿物  

生活中(de) 常见化合物  

化学物质(de) 多样性  

微粒构成物质  

认识化学元素  

物质组成(de) 表示  

化学变化(de) 基本特征  

认识几种化学反应  

质量守恒定律  

化学与能源、资源利用  

常见(de) 化学合成材料  

化学物质与健康  

保护好我们(de) 环境  



  每个二级主题从 标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两个维度对学习内容加以说明. 

  标准 规定了学习本课程所要达到(de) 最基础(de) 学习要求. 

  活动与探究建议 中所列举(de) 活动不要求全盘照搬,在教材编写或教学时

可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应用,也可以另外增补更适当(de) 探究活动.其中(de) 实验探

究活动应尽可能以学生为主去完成；综合性较强(de) 活动和探究实验要组织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协作完成,以培养学生(de) 团队精神和协同工作能力. 

  每个二级主题还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为教学设计提供一

定(de) 线索.教材编写者和教师还可以选用其他(de) 素材,创设更生动(de) 教学情

景. 

  一、科学探究 

  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中(de) 科学探究,是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化学知识、认

识和解决化学问题(de) 重要实践活动.它涉及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

进行实验、收集证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等要素.学生通过亲

身经历和体验科学探究活动,激发化学学习(de) 兴趣,增进对科学(de) 情感,理解

科学(de) 本质,学习科学探究(de) 方法,初步形成科学探究能力. 

  科学探究是一种重要(de) 学习方式,也是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de) 重要内

容,对发展学生(de) 科学素养具有不可替代(de) 作用.本标准对科学探究主题(de)

内容和学习目标从三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一)增进对科学探究(de) 理解 

  1.体验到科学探究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认识客观世界(de) 重要途径. 

  2.意识到提出问题和作出猜想对科学探究(de) 重要性,知道猜想必须用事实

来验证. 



  3.知道科学探究可以通过实验、观察等多种手段获取事实和证据. 

  4.认识到科学探究既需要观察和实验,又需要进行推理和判断. 

  5.认识到合作与交流在科学探究中(de) 重要作用. 

  (二)发展科学探究能力  

要 素  目 标 

提出问题 1.能从日常现象或化学学习中,经过启发 或独立地发现一些有探究

价值(de) 问题.2.能比较清楚地表述所发现(de) 问题. 

猜想与假设 1.能主动地或在他人(de) 启发下对问题可能(de) 答案作出猜想或

假设.2.具有依据已有(de) 知识和经验对猜想或假设作初步论证(de) 意识. 

制定计划  1.在教师指导下或通过小组讨论,提出活动方案,经历制定科学探究活

动计划(de) 过程.2.能在教师指导下或通过小组讨论,根据所要探究(de) 具体问题

设计简单(de) 化学实验方案.具有控制实验条件(de) 意识. 

进行实验 1.能积极参与做化学实验.2.能顺利地完成实验操作.3.能在实验操作

中注意观察和思考相结合. 

收集证据 1.具有较强(de) 实证意识.2.学习运用多种方式对物质及其变化进行

观察.3.能独立地或与他人合作对观察和测量(de) 结果进行记录,并运用图表等形

式加以表述.4.初步学会运用调查、资料查阅等方式收集解决问题所需要(de) 证

据. 

解释与结论 1.能对事实与证据进行简单(de) 加工与整理,初步判断事实证据与

假设之间(de) 关系.2.能依据一定(de) 标准对物质及其变化进行简单(de) 分类.3.

能在教师(de) 指导下或通过与他人讨论对所获得(de) 事实与证据进行归纳,得出

正确(de) 结论.4.初步学会通过比较、分类、归纳、概括等方法认识知识之间(de)



,形成合理(de) 认知结构. 

反思与评价 1.有对探究结果(de) 可靠性进行评价(de) 意识.2.能在教师(de) 指

导下或通过与他人讨论,对探究学习活动进行反思,发现自己与他人(de) 长处以及

存在(de) 不足,并提出改进(de) 具体建议.3.能体验到探究活动(de) 乐趣和学习成

功(de) 喜悦. 

表达与交流 1.能用口头、书面等方式比较明确地表述探究过程和结果,并能与

他人进行交流和讨论.2.与他人交流讨论时,既敢于发表自己(de) 观点,又善于倾

听别人(de) 意见. 

  (三)学习基本(de) 实验技能 

  化学实验是进行科学探究(de) 重要方式,学生具备基本(de) 化学实验技能是

学习化学和进行探究活动(de) 基础和保证.化学课程要求学生遵守化学实验室(de)

规则,初步形成良好(de) 实验工作习惯,并对实验技能提出如下要求： 

  1.能进行药品(de) 取用、简单仪器(de) 使用和连接、加热等基本(de) 实验操

作. 

  2.能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实验目(de) 选择实验药品和仪器,并能安全操作. 

  3.初步学会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de) 溶液. 

  4.初步学会根据某些性质检验和区分一些常见(de) 物质. 

  5.初步学习使用过滤、蒸发(de) 方法对混合物进行分离. 

  6.初步学习运用简单(de) 装置和方法制取某些气体. 

  科学探究内容(de) 教学和学习目标(de) 实现,必须让学生亲身经历丰富(de)

探究活动.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中(de) 探究活动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de) 水

平层次.活动中包含(de) 探究要素可多可少,教师指导(de) 程度可强可弱,活动(de)



,探究(de) 问题可来自书本也可源于实际生活.

在探究活动中各要素呈现(de) 顺序不是固定(de), 如 进行实验 既可作为收集证

据(de) 途径,也是提出问题或作出假设(de) 一种依据.探究活动包括实验、调查、

讨论等多种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应尽可能创造条件,多开展课堂内(de) 、体现学生

自主性(de) 探究活动. 

  科学探究既作为学习(de) 方式,又作为学习(de) 内容和目标,必须落实在其他

各主题(de) 学习中,不宜孤立地进行探究方法(de) 训练.对科学探究学习(de) 评价,

应侧重考察学生在探究活动中(de) 实际表现. 

  科学探究学习目标(de) 实现,是建立在原有科学课程学习(de) 基础之上(de),

还需要与义务教育阶段(de) 其他相关课程(de) 学习相互配合. 

  二、身边(de) 化学物质 

  无处不在(de) 自然现象,蕴涵着研究物质及其变化(de) 丰富素材.引导学生认

识和探究身边(de) 化学物质,了解化学变化(de) 奥秘,是化学启蒙教育(de) 重要内

容. 

  本主题引导学生观察和探究一些身边常见(de) 物质,帮助学生了解它们对人

类生活(de) 影响,体会科学进步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所做出(de) 巨大贡献；增强学

生对化学(de) 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使学生初步认识物质(de) 用途与性质之间(de)

关系,帮助学生从化学(de) 角度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de) 关系,初步形成科学(de)

物质观和合理利用物质(de) 意识. 

  本主题(de) 教学要注重从日常生活和生产中选取学生熟悉(de) 素材,注重引

导学生通过观察和实验探究活动,认识物质及其变化.用五彩缤纷(de) 化学物质和

丰富多彩(de) 化学变化,让学生体验化学美.通过本主题(de) 教学,使学生认识学



(de) 重要意义. 

  (一)地球周围(de) 空气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说出空气(de) 主要成分,认识空气对人类生活(de) 重要作用.2.知道氧气、二氧

化碳(de) 主要性质和用途,认识氧气能跟许多物质发生氧化反应.3.初步学习在实

验室制取氧气和二氧化碳.4.了解自然界中(de) 氧循环和碳循环. ① 实验探究

空气中氧气(de) 体积分数.② 实验探究氧气和二氧化碳(de) 性质.③ 辩论：空气

中(de) 二氧化碳会越来越多吗氧气会耗尽吗④ 小组协作设计并完成实验：探究空

气中二氧化碳相对含量(de) 变化.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科学家对空气成分(de) 探究 

  灯管中(de) 稀有气体 

  温室效应 

  (二)水与常见(de) 溶液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认识水(de) 组成,知道纯水与矿泉水、硬水与软水等(de) 区别.2.了解吸附、沉

淀、过滤和蒸馏等净化水(de) 常用方法.3.认识溶解现象,知道水是最重要(de) 溶

剂,酒精、汽油等也是常见(de) 溶剂.4.了解饱和溶液和溶解度(de) 涵义.5.能进行

溶质质量分数(de) 简单计算.6.初步学会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de) 溶液.7.了解

结晶现象.8.能说出一些常见(de) 乳化现象.9.了解溶液在生产、生活中(de) 重要

意义 ① 根据实验现象推断水(de) 组成.② 了解或实地调查饮用水源(de) 质量

和水净化处理(de) 方法；试验活性炭和明矾(de) 净水作用.③ 观察在水中加入少



(de) 变化.④ 利用溶解性表或溶解度曲线,查阅有关物质(de)

溶解性或溶解度；依据给定(de) 数据绘制溶解度曲线.⑤ 探究氯化钠、硝酸铵、

氢氧化钠三种物质在水中溶解时(de) 温度变化.⑥ 用简单(de) 方法将衣料上沾有

(de) 油污等洗去.⑦ 配制某种无土栽培所需(de) 无机盐营养液.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鱼池缺氧现象与增氧方法 

  红墨水(de) 纸上层析 

  胆矾晶体(de) 形成 

  海水制盐 

  有机玻璃(de) 溶解与粘接 

  服装干洗 

  (三)金属与金属矿物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了解金属(de) 物理特征,能区分常见(de) 金属和非金属；认识金属材料在生产、

生活和社会发展中(de) 重要作用.2. 知道常见(de) 金属与氧气(de) 反应；了解防

止金属锈蚀(de) 简单方法.3. 知道一些常见金属（铁、铝等）矿物；了解从铁矿

石中将铁还原出来(de) 方法.4. 了解常见金属(de) 特性及其应用,认识加入其他

元素可以改良金属特性(de) 重要性；知道生铁和钢等重要(de) 合金.5. 知道废弃

金属对环境(de) 污染,认识回收金属(de) 重要性. ① 交流有关日常生活中使用

金属材料(de) 信息,或利用互联网或其他途径收集有关新型合金(de) 成分、特性和

用途(de) 资料.② 实验探究金属(de) 物理性质.③ 调查当地金属矿物(de) 开采和

金属利用情况,提出有关(de) 建议.④ 参观炼铁厂或观看工业炼铁(de) 录像.⑤ 



(de) 铁还原出来.⑥ 收集有关钢铁锈蚀造成经济损失(de)

资料,设计实验探究铁制品锈蚀(de) 条件,讨论防止锈蚀(de) 方法.⑦ 调查家庭金

属垃圾(de) 种类,分析回收(de) 价值和可能性.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de) 成就和当代金属材料(de) 开发利用 

  制造潜艇、宇宙飞船(de) 合金材料 

  我国重要(de) 金属矿物及其分布 

  丰富多彩(de) 金属矿物标本和图片 

  金属(de) 切割与焊接 

  制造自来水管材料(de) 变迁 

  (四)生活中常见(de) 化合物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知道常见酸碱(de) 主要性质和用途,认识酸碱(de) 腐蚀性.2. 初步学会稀释常

见(de) 酸碱溶液.3. 会用酸碱指示剂和 pH试纸检验溶液(de) 酸碱性.4. 知道酸碱

性对生命活动和农作物生长(de) 影响.5. 了解食盐、纯碱、小苏打、碳酸钙等盐

在日常生活中(de) 用途.6. 知道一些常用化肥(de) 名称和作用.7. 列举生活中一

些常见(de) 有机物,认识有机物对人类生活(de) 重要性. ① 试验某些植物花朵汁

液在酸性和碱性溶液中(de) 颜色变化.② 使用 pH试纸测定唾液、食醋、果汁、肥

皂水、雨水和土壤溶液等(de) 酸碱性.③ 自制汽水.④ 当地农村常用化肥(de) 鉴

别.⑤ 调查或收集有关酸雨对生态环境和建筑物危害(de) 资料.⑥ 实验探究酸碱

(de) 主要性质.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生活中常见(de) 酸性和碱性物质 

  洗发剂、护发剂(de) 酸碱性 

  海盐、岩盐、湖盐和井盐 

  中国化工专家侯德榜 

  三、物质构成(de) 奥秘 

  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体现了化学学科发展(de) 趋势.对物质组成(de)

微观研究和定量研究使化学摆脱了经验形态,逐步形成科学(de) 理论. 

  本主题将帮助学生用微粒(de) 观念去学习化学,通过观察、想像、类比、模型

化等方式使学生初步理解化学现象(de) 本质；从五彩缤纷(de) 宏观世界步入充满

神奇色彩(de) 微观世界,激发中学生学习化学(de) 兴趣；利用有关原子结构(de) 科

学史实,使学生了解科学家严谨求实(de) 科学态度；通过对问题(de) 探究和实践活

动,提高学生(de) 想像能力、创新能力,帮助学生初步认识辩证唯物主义(de) 一些

观点. 

  本主题(de) 教学应结合学生熟悉(de) 现象和已有(de) 经验,创设生动直观(de)

情景,从身边(de) 现象和简单(de) 实验入手认识物质(de) 微粒性,理解有关物质构

成(de) 微观概念；引导学生运用物质构成(de) 初步知识解释一些简单(de) 化学现

象. 

  (一)化学物质(de) 多样性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认识物质(de) 三态及其转化.2. 能从组成上识别氧化物,区分纯净物和混合物、

单质和化合物、有机物和无机物.3. 认识物质(de) 多样性. ① 查找一些常见物

质(de )熔、沸点,并按熔点高低顺序列表.② 讨论：温度计里(de) 水银能否用水或



酒精来替代③ 加热碘固体,观察发生(de) 现象.④ 分离氯化钠固体与铁粉组成

(de) 混合物.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干冰(de) 形成和升华 

  金刚石、石墨和 C60 

  (二)微粒构成物质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认识物质(de) 微粒性,知道分子、原子、离子等都是构成物质(de) 微粒.2. 能

用微粒(de) 观点解释某些常见(de) 现象.3. 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

(de).4. 知道原子可以结合成分子、同一元素(de) 原子和离子可以互相转化,初步

认识核外电子在化学反应中(de) 作用. ① 通过实验比较空气和水压缩时(de) 体

积变化情况.② 观察并解释浓氨水和浓盐酸接近时 空中生烟 现象.③ 写科

普小论文：我想像中(de) 原子结构.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布朗运动 

  STM（扫描隧道显微镜）与 原子操纵 技术 

  原子结构(de) 发现 

  (三)认识化学元素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认识氢、碳、氧、氮等与人类关系密切(de) 常见元素.2.记住一些常见元素(de)

名称和符号.3.知道元素(de) 简单分类.4.能根据原子序数在元素周期表中找到指

定(de) 元素.5.形成 化学变化过程中元素不变 观念. ① 查找常见食品(de)



元素组成,并列表说明.② 查阅资料,了解地壳中含量较大(de) 几种元素及其存在.

③ 收集有关人体新陈代谢必需(de) 微量元素(de) 资料.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农作物生长必需(de) 化学元素 

  门捷列夫与元素周期表 

  (四)物质组成(de) 表示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说出几种常见元素(de) 化合价.2. 能用化学式表示某些常见物质(de) 组成.3. 

利用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分子质量进行物质组成(de) 简单计算.4. 能看懂某些商

品标签上标示(de) 物质成分及其含量.  根据某种氮肥包装袋或产品说明书标示

(de) 含氮量推算它(de) 纯度.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药品、食品标签上有关成分(de) 含量 

  国家饮用水标准 

  四、物质(de) 化学变化 

  物质世界充满了化学变化,人类(de) 生产、生活离不开化学变化.化学变化是

化学研究(de) 主要内容之一,认识物质(de) 组成和结构必须研究化学变化. 

  本主题主要包括化学变化(de) 特征、化学反应(de) 类型、化学反应中(de) 能

量变化以及质量守恒定律和化学反应(de) 表示方法等内容. 

  本主题(de) 教学要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发生(de) 化

学变化；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化学变化(de) 规律,初步了解研究化学变化(de) 科

学方法；通过生动、具体(de) 化学变化现象,激发学生(de) 化学学习兴趣,逐步形



成 物质是变化 观点. 

  (一)化学变化(de) 基本特征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认识化学变化(de) 基本特征,理解反应现象和本质(de) 联系.2.知道物质发生

化学变化时伴随有能量变化,认识通过化学反应获得能量(de) 重要性.3.认识催化

剂(de) 重要作用.4.初步形成物质是变化(de) 观点. ① 交流平时观察到(de) 各种

化学变化现象（或观察一组化学变化）,讨论并归纳出化学变化(de) 一些特征.② 

设计实验推断孔雀石（或碱式碳酸铜）分解(de) 产物.③ 观察硫酸铜溶液（或二

氧化锰）对过氧化氢分解反应快慢(de) 影响.④ 观察铜锌原电池实验.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往新制成(de) 氧化钙中加入水能 煮熟 鸡蛋 

  照相底片(de) 感光 

  石灰岩溶洞和钟乳石(de) 形成 

  中国古代(de) 黑火药 

  (二)认识几种化学反应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初步认识常见(de) 化合反应、分解反应、置换反应和复分解反应,并能解释与

日常生活相关(de) 一些现象.2. 能用金属活动性顺序表对有关(de) 置换反应进行

简单(de) 判断,并能解释日常生活中(de) 一些现象.3. 了解人们如何利用化学反

应改善和提高自身(de) 生活质量. ① 用实验证明：铁粉和硫粉混合加热生成了新

(de) 物质.② 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氯化铜溶液用石墨电极通电分解；在加热条

件下氢气与氧化铜反应.③ 通过实验探究酸溶液、盐溶液分别跟金属发生置换反



应(de) 规律.④ 小组协作完成当地土壤酸碱性测定(de) 实验,提出土壤改良(de)

建议或适宜(de) 种植方案.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用石灰石或贝壳烧制石灰 

  中国古代 湿法炼铜

  用碱液处理树叶制成 叶脉书签

  酸、碱性废水(de) 处理 

  (三)质量守恒定律  

标 准  活动与探究建议 

1. 认识质量守恒定律,能说明常见化学反应中(de) 质量关系.2. 能正确书写简单

(de) 化学反应方程式,并进行简单(de) 计算.3. 认识定量研究对于化学科学发展

(de) 重大作用. ① 实验探究化学反应中(de) 质量关系.② 用微粒(de) 观点对

质量守恒定律作出解释. 

  本单元可供选择(de) 学习情景素材： 

  质量守恒定律(de) 发现 

  五、化学与社会发展 

 化学科学(de) 发展,增进了人类对自然(de) 认识,促进了社会(de) 进步.但某些

化学现象可能影响人类(de) 生活和社会(de) 可持续发展,因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

化学与社会发展(de) 关系是十分重要(de). 

  本主题主要内容包括与化学密切联系(de) 材料、能源、健康、环境等,使学生

知道自然资源并不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认识人类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

源,树立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de) 意识,保证社会(de)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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