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化学九年级上册教材分析小结

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 化学 九年级上册》(以下简称“新教材”)为落实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要求，在继承

人教版化学教材成熟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化学基本概念原理与元素化合物知识互

相穿插、最终落脚于化学应用的编排方式，分散难点内容，适应初中化学教学和

学生学习规律。为了更好地体现化学与自然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开展核心素养导

向的教学，发挥课程育人功能，与原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 化学九年级上册》

(以下简称“旧教材”)相比，新教材在课题结构、内容、呈现方式等多方面进一

步完善。本文将按照各单元先后顺序，简要介绍新教材的主要变化特点，以期为

化学教学提供参考。

一、绪论

1.绪论的结构与内容

义务教育阶段的化学对学生而言是一门新的课程，是化学教育的启蒙阶段。

绪论作为全书开篇，围绕什么是化学、化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习化学等问题

展开。新教材首先从学生熟悉的衣、食、住、行中的化学引入，初步展示化学的

应用；然后，描述我国古代和当代在化学相关领域的具体成就，回顾学科发展历

史，介绍化学的研究对象，引出化学的定义与特征，指出化学在解决社会可持续

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具有重要作用，展现学科价值；最后，从学科认识视角、能力

提升和态度养成等方面，介绍学习化学后所能达成的核心素养目标，希望学生脚

踏实地，仰望星空，将素养提升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联系起来，从不同角

度激发学生学习化学、服务社会的动力。

新教材的绪论为了深化学生对化学学科价值的认识和情感态度的体验，更新

了较多插图。例如，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经典文物和古代科技著作《天工开

物》为载体，表现我国古代与化学相关的陶瓷、冶炼、造纸等领域的高超技术，

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航空发动机、复合材料、碳化硅反射镜、国家会展中

心、中国空间站等为载体，表现我国当代化学相关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内

容为落实课程思政、凸显化学教材和教学的德育功能提供了丰富素材。

绪论中新增的“本书主要栏目及说明”，以表格形式分类介绍教材中各栏目

的设置目的、主要内容和使用方法等。为学生在绪论后第一单元的学习进行准备，



方便其更好地认识教材体例，开展自主阅读和预习。需要注意的是，新教材中“资

料卡片”“科学史话”“科学·技术·社会”“调查与研究”四类以仿宋体排版的

栏目为拓展性内容，供师生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2. “化学”定义的表述

新教材根据课程标准相关表述的变化[1]¹，修订了化学定义的表述，将“变

化”改为“转化”，更强调目标导向、人为实现的物质变化，突出化学在创造新

物质方面所具有的、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另外，新的表述明确了化学

在分子层次认识物质的特征。因为原子的结构、运动规律及相互作用本质上属于

原子物理学的研究领域[2]。而在化学课程中介绍这些内容，如教材第三单元课

题 2“原子结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化学性质和化学变化的微观本质，初步认

识物质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

二、第一单元“走进化学世界”

1.课题结构与内容

新教材第一单元引导学生走进化学世界，为其今后的化学学习打下必要的基

础。与旧教材相比，第一单元在体系结构上进行了调整。首先进行课题整合，将

原课题 2“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和课题 3“走进化学实验室”合并

为课题 2“化学实验与科学探究”。同时，根据原教材使用过程中各地师生反馈

的建议，调整原课题 2、3 的内容顺序，改为先认识化学实验常用仪器，掌握基

本操作，使学生初步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探究活动，使课

题内容更符合教学的实际情况。调整后，课题 1“物质的变化和性质”从生活中

一些常见的、与化学有关的现象和问题出发，建立有关物质变化和性质的基本概

念；课题 2“化学实验与科学探究”引导学生认识常用仪器和基本操作，体验科

学探究和实验观察的一般过程，初步了解化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特点。

2.探究活动

新教材对课题 2原有的两个探究活动“观察和描述——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

究”“人体吸入的空气与呼出的气体有什么不同”进行精简，只保留前者。其原

因，一方面是探究空气和呼出气体的活动涉及较多后续单元的知识性内容，如空

气的成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等。虽然学生在小学科学和生活常识中对此已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大量知识及其应用并非本课题设置探究活动的主要目的，



容易影响教学任务的落实；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传感器，通过数字

化实验测定和比较二氧化碳、氧气、水蒸气的含量显然更为方便。因此，为了更

好地聚焦核心内容，教材只保留在科学史上更为经典、更能体现化学学习和实验

探究特点的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针对这一课题，科学家法拉第曾进行过系列

科学演讲，相关内容被编入《蜡烛的故事》一书。该书已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列入《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3]，可供教学参考和

学生拓展阅读。

3.实验

新教材第一单元考虑到学生刚接触化学实验，在课题 1 进行第一项实验之前，

首先给出“与实验有关的图标及说明”。其体例与人教版高中教材一致，以直观

的图示和清晰的文字，结合“注意”边栏，说明实验前、实验中和实验后应采取

的安全防护措施，落实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新教材对部分实验内容也进行了调整。如，原实验 1-1 中胆矾的研碎，由于

蓝色晶体研碎后得到白色粉末，无规则细小颗粒对光的折射、反射、散射等现象

导致颜色变化，涉及较多物理知识，在初中阶段不易解释。同时，五水合硫酸铜

晶体不够稳定，在 100℃以内已经开始失水[4-5]，在干燥空气中容易风化。研

磨过程中温度升高、与空气的接触面积迅速增大，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部分晶体失水分解。为保证实验的严谨性，新教材将其替换为石蜡的熔化

实验。学生在物理课中已学习过物态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实验现象；同时，该

实验也让学生提前了解了石蜡的物理性质，为接下来观察与描述蜡烛燃烧的探究

活动进行知识上的铺垫。

三、第二单元“空气和氧气”

1.探究空气的成分

拉瓦锡探究空气成分的实验是科学史上的经典实验。旧教材实验 2-1 基于中

学化学实验室的装备条件，仿照拉瓦锡实验的原理粗略探究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多年来，针对这一实验的装置、试剂和操作方法，研究者进行了大量改进。但部

分方案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也引入了新问题。有的装置过于复杂，使教学不得不

将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装置和原理的介绍上，不利于作为初学者的学生独立开

展探究[6]。同时，部分新授课教学在这里引入了大量实验误差分析，提升课程



难度，偏离了本单元和本课题的教学主题，影响初学者的学习兴趣。

为了体现实验技术的发展，同时考虑各地实验室装备条件的差异，教材一方

面在第二单元课题 1“科学·技术·社会”栏目介绍了“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的

数字化实验”，结合示意图引入更为准确、便捷测定数据的数字化实验新方法，

有条件的学校建议结合实物进行操作演示。另一方面，拉瓦锡经典实验的原理和

实验设计思想，如密闭体系、物质转化、间接测量、等效替代等[6]，仍然具有

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新教材在“思考与讨论”栏目中，保留了原教材仿照拉瓦

锡实验原理的模拟实验，结合提出的问题，引导师生关注实验基本原理，避免在

初学阶段被过多的装置细节和误差分析带偏方向，以便更好地传承和应用化学先

贤的科学思想。

2.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导向性

新教材重视化学课程的育人功能，更新栏目、插图、数据等内容，体现时代

发展，以及化学物质和化学学科积极、正面的作用。例如，在第二单元的资料类

栏目中，编入数字化实验和氩氦刀治疗肿瘤等内容。在调查和讨论类栏目中，将

原教材关注身边的大气污染现象修订为了解当地保护大气所采取的措施和我国

大气质量改善取得的成就，加强正面引导。这一变化，符合我国自 2013 年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各地空气质量显著提高的客观事实，也为我们

在课堂教学中树立学科正面形象、落实课程思政提供了素材和线索。

3.制取氧气

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在课题 3“制取氧气”中，首先介绍工业上通过分离

空气制取氧气的方法，然后再介绍实验室通过物质分解制取氧气的方法。实际上

给出了物质制备的两种基本思路，即使用物理手段从混合物中分离纯净物，以及

使用化学手段进行物质转化生成纯净物，体现了工业生产和实验室研究中，分析

物质制备问题的不同角度和采取的不同解决途径，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中引导学生

以跨学科思维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认识理论与实践、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关

系。另外，根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

氯酸钾的管理级别高于高锰酸钾和较低浓度的过氧化氢溶液，其生产、运输和储

存的管理较为严格。目前，很多中学化学实验室中没有氯酸钾试剂，继续使用氯

酸钾分解制氧已不再现实。因此，教材只保留了高锰酸钾和过氧化氢分解制氧，



不再专门介绍氯酸钾分解制氧。

4.跨学科实践活动

新教材遵循课程标准的要求，根据内容的相关性，在各单元分别编入了 10

个跨学科实践活动，供教师根据当地条件和相关要求，因地制宜灵活选用，独立

实施或融合实施。本单元最后的跨学科实践活动“微型空气质量‘检测站’的组

装与使用”与单元内容密切相关。如课题 1 中介绍数字化实验和空气质量

状况的资料类栏目，以及调查市售便携式空气质量检测仪的调查类栏目，都

为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进行了铺垫。教材在相应位置同步标注关联图标，提示该

内容与标注页码的跨学科实践活动有关。便于实际教学中将实践活动的各项任务

适当分解，逐项落实，提高实施效率，并将跨学科实践活动更好地融入单元教学

中。

四、第三单元“物质构成的奥秘”

1.课题结构与内容

第三单元“物质构成的奥秘”与第四单元课题 3“物质组成的表示”共同落

实了课程标准学习主题 3“物质的组成与结构”，为后续单元的学习提供了理论

基础和必备工具。课程标准要求“初步形成基于元素和分子、原子认识物质及其

变化的视角，建立认识物质的宏观和微观视角之间的关联”[1]23。对于初中学

生，元素的概念相对抽象，而分子和原子则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且学生在此前的

物理课中已经学习了一些有关分子、原子的知识。因此，教材第三单元课题 1

仍然先从学生较为熟悉的分子入手，帮助学生在物理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物

质由分子、原子构成的科学观念，再从化学的角度界定分子和原子，使学生形成

化学上的分子和原子概念，初步运用分子、原子的观点认识物质及其变化。在此

基础上，课题 2 进一步深入介绍原子结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化学性质和化学

变化的微观本质，初步认识物质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在学生对分子和原子已

经有了相当程度认识的基础上，课题 3在本单元最后才能引入元素这一相对抽象

的概念。另外，由于初中化学不涉及核素、同位素、丰度等复杂概念，教材只给

出相对原子质量的计算方法，不涉及元素原子量的严格定义和计算方法。

2.化学史

化学史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更是进行科学本质教育的重要



载体。根据课程标准给出的“人类对物质组成的认识的发展”“科学家对分子、

原子的认识历程”等情境素材建议，新教材课题 1在旧教材“科学史话”栏目“原

子的猜想与证实”的基础上，补充了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同时期的我国古代哲学

家墨子的观点，充实了化学史情境素材。课题 2新增了介绍原子模型演变的“科

学史话”栏目，体现了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

学生了解科学理论的阶段性、局限性和发展性，增进对科学本质的理解。

与此同时，由于汤姆孙发现电子和卢瑟福α粒子散射等实验的原理较为复杂，

物理课直至高中原子物理学部分才有较为详细的解释。作为面向大多数学生的教

学，如果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直接引入相关内容，学生则会将较多精力置于理解实

验的物理学原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课题教学目标的达成。因此，教材没

有将以上内容编入正文，而是适当简化后以“科学史话”栏目的形式呈现，便于

教师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课时情况灵活选用，进行更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教学

设计，使化学史更好地服务实际教学。

3.照片和示意图

第三单元涉及分子、原子层面的微观结构，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同

时还有较多抽象的理论性内容，学生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困难。新教材注意通过照

片、示意图等可视化手段，将抽象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帮助学生建立宏观与微

观间的联系。例如，给出我国科学家拍摄的有机物分子和银原子的照片。该有机

物(六苯并蔻)的命名和结构比较复杂，为了不增加额外的教学负担，教材中没有

给出具体的名称。教学中需要注意避免将其与石墨烯混淆。该物质是苯环稠合组

成的芳香化合物(分子式为 C₄ ₂ H₁ ₈ )，而石墨烯是碳的同素异形体。同时，

学生有可能误以为照片和示意图中不同原子的色彩是其真正具有的颜色。实际上，

由于分子和原子远小于可见光波长(380~780 nm)，在单个微粒的纳米尺度并不具

有一般意义上的颜色。示意图中不同原子的颜色，如红色(氧)、黑色(碳)、蓝色

(氮)等，是化学研究和学习中为区分不同原子而习惯设定的颜色，并不表示原子

本身具有颜色。

五、第四单元“自然界的水”

1.课题结构与内容

水是除空气、氧气外，学生最熟悉、接触最多的化学物质。新教材第四单元



与旧教材相比，对课题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将原课题 1“爱护水资源”和课题

2“水的净化”合并为课题 1“水资源及其利用”，介绍水资源的分布、保护与利

用，集中呈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水。水的净化过程使自然界中的水变为人类

社会中的水，与此同时，混合物变为纯净物，也意味着得到了化学意义上的水。

在课题 1 获得纯净物的基础上，课题 2才能从合成与分解这两个相反的方面，

对水的组成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继而在课题 3讨论物质组成的表示，引导

学生建立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为初步建构“物质组成”大概念奠定基础。

在课题内容方面，新教材更新数据和情境素材，介绍我国古代与当代水资源

开发和水污染防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有古代经典水利工程——都江堰，又有

现代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还有新农村建设实例——村级污水处理厂，反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建设成就，让学生在多学科、多时空的广阔视野下充分认

识水资源及其利用。同时，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精简内容。例如，为避免涉及盐

类水解等高中化学知识，简化明矾净水的原理；保留硬水、软水的概念，精简硬

水、软水的鉴别实验。

2.化合价

化合价是初中化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其严格定义涉及化学键、共价化

合物、离子化合物等概念，超出初中教学要求和多数学生的认知水平，在初中阶

段难以明确给出。课程标准对化合价的内容要求是“知道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学业要求是“能分析常见物质中元素的化合价”[1]24，整体要求并不高。实际

教学中，学生也是在应用过程中逐步理解化合价的。对于大多数初中学生而言，

掌握化合价的严格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教材课题 3 围绕两类实际问题

——确定物质中元素的化合价和利用化合价书写化学式，介绍化合价的具体应用，

突出其工具属性，落实课程标准和“双减”要求，避免在教学中增加师生负担。

3.无机物的书写与命名

课题 3 的标题将旧教材“化学式与化合价”改为“物质组成的表示”，提示

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单纯的知识点，还要关注与之相关的学科大概念及学科

思维方式。与“物质的组成与结构”相关的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课题 3等理论性

内容，往往成为初中生学习化学的“分水岭”[7]。为避免出现以上情况，建议

从学科本原出发，以生动的方式引导学生认识课题 3“物质组成的表示”的重要



意义，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兴趣。

本课题有关化学式的内容，实质上涉及无机物的书写与命名规则，与物质的

分类密切相关，与高中化学有机物命名和结构式书写前后呼应。能对物质进行分

类，意味着此时对物质组成和性质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正

确书写化学式和命名；同时，根据无机物的化学式和名称，就可以判断物质所属

类别和某些基本性质，相当于找到了学习和认知物质性质的第一扇大门。教学中

可以人的姓名、动植物命名、地理事物命名的意义进行类比。例如，要确定以上

事物的家族、物种、主权等归属，就需要根据客观和主观因素进行命名和记录，

足可见其重要意义。学习和研究化学物质，同样也要在分析组成的基础上对其进

行命名和记录。学生由此可以较好地理解本课题内容的重要学科价值，增强学习

动力。

六、第五单元“化学反应的定量关系”

1.课题结构与内容

在第五单元，学生对化学反应的认识将从定性上升到定量，更深入地了解反

应中各物质间的定量关系。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将原课题 1 涉及化学方程式

的内容与原课题 2“如何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原课题 3“利用化学方程式的简

单计算”合并，在新课题 2集中呈现化学方程式，使单元内容层次更加清晰。课

题 1通过一系列探究和实验活动，给出化学变化遵循的基本定量规律，以及书写

与应用化学方程式的重要理论基础——质量守恒定律。课题 2引入化学反应的符

号表征形式——化学方程式[8]，介绍其概念、书写与应用，在真实背景下引导

学生关注工业生产，体会物质转化的实际应用。

课题内容方面，课题 1在探究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关系时，由于活动中

学生直接测量的是体系始态与终态的质量，与质量守恒定律所关注的“参加化学

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及“反应后生成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并不完全一致。

为了帮助学生实现从实验数据到实验结论的跨越，教材在“分析与结论”中，引

导学生分析实验结果“总质量”的不同来源，并结合反应前后总质量的关系及各

物质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讨论。体现化学学科在研究各类变化过程中，所习惯采

用的确定体系、分析组成、关注变化前后物理量的始态与终态的方法模型。这一

重要模型，在有关化学方程式、溶液、化学平衡、沉淀溶解平衡等的计算和研究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课题 2将化学方程式定位于定性和定量描述(记录)化学反应，

呈现其符号表征内涵。这一定位为书写化学方程式提供了依据，便于学生理解化

学方程式所蕴含的多重信息，也便于教师在教学中自然引入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原

则

和书写方法。

2.探究活动

考虑到多数学生在本阶段设计探究的实际能力，新教材没有采用全开放的探

究形式，仍先给出两个反应实例，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探究。同时，教材在脚注中

指出可以选择其他方案，以提高内容的选择性，便于教师根据学情灵活安排，进

行不同开放程度的探究活动；也便于针对不同化学反应开展分组探究，增加研究

样本，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相对托盘天平，电子天平的操作和读数更简便，能够节约时间，提高实验和

教学效率，很多学校已经配备。为体现这一趋势，教材照片中的部分实验使用了

电子天平。同时，考虑到各地实验室的装备差异，教材在脚注中说明可根据当地

情况选用托盘天平或电子天平。

由于各地对危险化学品实施严格管理，学校实验室购买、储存和使用红磷较

为困难。为保证探究实验正常开展，教材将方案一的反应物改为更安全易得的铜

粉。铜粉加热的实验原理和操作简单，反应前后颜色变化比较明显，且生成的氧

化铜可用于其他实验，为后续内容的教学和活动拓展提供了素材。实验操作时应

注意控制铜粉用量，避免因氧气不足生成氧化亚铜，导致出现黄、橙、紫等颜色

[9]。方案二铁与硫酸铜溶液的反应，教材对该实验作了进一步完善，将原教材

放在锥形瓶外的反应物移入锥形瓶内，硫酸铜溶液用小试管盛放，便于反应前后

对比，并使学生明确研究对象是封闭体系；同时将铁钉改为盘曲的铁丝，在相同

质量的前提下增加接触面积，提高反应速率，并增大反应后显红色的面积，便于

观察和演示。

七、第六单元“碳和碳的氧化物”

1.课题结构与内容

第六单元介绍了碳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应用和制备，与旧教材相比，新

教材调整课题 2“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和课题 3“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的顺



序，改为先介绍碳的氧化物，再探究制备方法。便于学生在充分认识物质性质的

基础上，根据性质来选择反应原理、发生装置和收集装置。课题 1 的名称由“金

刚石、石墨和 C₆ ₀ ”调整为“碳单质的多样性”，外显课程标准倡导的学科大

概念。调整后的课题 1和课题 2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向学生传递了“物质结构决

定性质，物质性质决定用途”的化学观念。课题 3在保持旧教材基本内容的基础

上，突出实验室制取气体的思路和方法，以“方法导引”栏目总结提升，构建可

迁移应用的方法模型。

在课题内容方面，课题 1 在正文、栏目、插图和习题中，以多种呈现形式展

示战国古墨、文房四宝、高铁受电弓、我国科学家发现新型碳单质等实例，体现

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科技成就，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便于教师在教学中充分

发挥化学的德育功能。课题 2 充实了低碳行动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增加低碳

行动示意图和“科学·技术·社会”栏目“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与封存”拓展

内容，为本单元后续调查研究和跨学科实践活动的开展进行铺垫。

2.实验

根据旧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教材对木炭还原氧化铜的

实验装置进行改进，增加乳胶管和止水夹，调整实验操作，避免生成的铜在冷却

过程中被氧化。同时，调整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的实验内容，根据教材脚注对石蕊

性质的说明进行推断，精简了稀醋酸使纸花变色的预备实验，避免非本单元知识

的提前介入，减少实验干扰因素。

八、第七单元“能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

1.课题结构与内容

第七单元关注能源这一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突出化学的应用，

对形成科学思维、科学态度与责任的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教材以燃料燃烧的

化学反应为线索编排内容，讨论其化学反应原理与实际应用，体现从能量视角认

识化学变化。本单元在形式上虽然保留了原教材两个课题，但对其内容都进行了

整合。原课题 2有关燃料充分燃烧的内容，其本质是对燃烧反应进行调控，因此，

新教材将这部分内容和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等理论性内容合并于课题 1“燃料

的燃烧”。通过具体反应实例，总结认识化学变化的能量视角。调整后的课题 2

集中呈现化石能源。



在课题内容方面，课题 2 进行了适当精简。化石能源的形成过程等内容，不

属于化学核心知识，在其他课程中已有所涉及，新教材不再专门介绍。针对教师

反映的化石能源对环境影响等内容较为庞杂、线索不够清晰的情况，新教材基于

化石能源使用所引发的问题，从两方面提出解决方案：一是化石能源清洁使用的

“对症治疗”，二是开发新能源的“治本之策”，捋顺了课题内容线索。

2.实验

课题 1 燃烧条件的探究实验，基于实验安全和实验室试剂配备的实际情况，

教材在脚注中说明实验由教师演示，如没有白磷可观看实验视频，给出替代解决

方案；同时将该实验改为探究的形式呈现，突出科学探究的思路与控制变量的科

学方法。原有的面粉爆炸实验，其实验装置较为复杂，且外部鼓入空气的操作使

容器内气压增大，增加了非化学反应导致爆炸的干扰因素，教材正文不再专门介

绍。本单元探究燃烧条件的学生必做实验，旧教材使用滤纸和乒乓球，利用其着

火点不同进行对比实验。由于目前生产的乒乓球主要使用 ABS 树脂，不再使用

易燃的赛璐珞，影响实验效果，教材在这里改用较为常见的木块和煤块进行实验。

3.促进科学态度养成，发挥课程育人功能

燃料和化石能源，既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又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是引导学生全面、正确认识化学物质和科学技术两面性的重要载体。在教

学过程中，建议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丰富素材，并通过多种渠道关注广阔的社会

实际，加强正面引导，培育科学态度，树立化学物质和化学学科的积极、正面形

象。

第七单元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新教材注意选编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相关

的素材，如大推力氢氧火箭发动机、氢能源动车、我国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

体系等内容，反映新时期建设成就，体现化学的学科价值和教材的中国底色。同

时，还注意选编体现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内容，如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

天然气的文献记录和大庆油田的图片，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化学课堂上，更好地传

承科学知识、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