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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工作 

（一）确定研究目标 

初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识”、 “变

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五要素。基于此，

将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使教师根据化学学科特点并运用适当的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出培养学生

自主发展能力的方法。 

2、通过课题研究，教师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方法实践于课堂中，让学生在经历和体验科学

探究过程中，学会合作学习、主动参与的学习方法，并通过社会热点等树立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丰富课堂，同时能够更好的指导教师在课堂中培养学生敢于创新并勇于

实践的学科精神。 

（二）确定研究方法 

1、主要采取教育经验总结法进行课题的研究。 

严格按照教育经验总结的实施步骤进行实验。 

⑴确定对象和主题，确立《在化学课程中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为我们

研究主题。 

⑵拟订实验的计划和提纲，形成初步方案，并合理分工，明确职责。 

⑶搜集和整理事实，我们课题组成员按分工进行材料的搜集和整理。 

⑷分析和概括事实，在占有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分析综合，抽向概括，把经验上升为理论。 

⑸组织研讨与论证，在对事实进行分析概括之后，写出详细的提纲，课题组成员进行研讨

和论证。 

⑹形成正式的经验报告， 

2、调查法。 

在研究前、中、后期采用问卷、谈话、比赛等方法进行调查，为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3、文献研究法。 

搜集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研究方法，对新教材的内容

进行挖掘、分析和归类； 

4、实践法。 

针对课题研究不断提出改革意见或方案，并付之于行动，在教学实践基础上验证、修正教



学行为充实或修正方案，提出新的具体目标，以提高研究的价值。通过一系列课内外的实践活

动（如学校周边水污染检验，厨房中的化学小实验等）寻求和研究一条适合新形势下教育教学

的途径。 

（三）课题组成员及分工 

1、课题负责人：武妍，负责课题整体研究工作。 

2、主要参加者：崔义美，负责课题的课题研究工作。 

3、主要参加者：赵宏，负责课题的课题研究工作。 

4、主要参加者：张英杰，负责课题的数据资料总结分析工作。 

5、主要参加者：王楠，负责课题的数据资料总结分析工作。 

6、主要参加者：魏绍和，负责课题的资料整理工作。 

7、主要参加者：王志铎，负责课题的资料整理工作。 

二、确定研究过程 

为了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课题实验，我们将课题研究分为三步 

第一步：准备阶段（2018年 9月——10月） 课题申报，初步建立自己的课题框架具体安排

如下：、 

1、确定研究内容：在化学课程中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 

2、对初中化学教学课堂实施现状及教师化学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式进行调查。 

3、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总结。 

第二步：研究阶段（2018 年 11 月-2020 年 8 月）全体人员依据研究方案的时间表，开展具

体详细的研究，并根据实施情况及时总结反思，不断调整，具体安排如下： 

1、制定每学期课题研究实施计划。 

2、确定教学方式转变模式、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方法，并在教学过程中实施。 

3、总结学科模式，每月进行总结。 

4、每学期围绕本课题开展研讨课至少一节 

5、撰写有关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渗透教学案例、反思、论文等。 

6、总结研究成效，已有资料进行梳理和整理。  

第三步，结题阶段（2020 年 9月-10月）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全体人员归纳整理研究资料。 

2、撰写研究结题报告。 



3、汇总最终研究成果资料（包括 1.课例研讨 2.学案、专题论文汇编 3.学生学习成果 4.总

结方法 5.活动图片与录像） 

 

 

 

具体研究工作如下： 

 

调查研究 

2018 年 12 月，开展本校九年级各班学生关于学生学习习惯和方法的专题问卷调查，组织

专题研讨活动，并汇总调查情况。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及正确的学习方法，

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成绩不理想等现状。而且教师的课堂上使用的多媒体技术手段还是仅仅

停留在单纯的使用 PPT，或者教材自带视频，学生也仅限于观看这些素材。 

通过对学生一学期的培养，培养学生自己动手制作 PPT 或者小视频用于课上展示等方式，

教师使用的信息技术手段增加了“希沃授课助手”、“希沃白板”、智慧课堂“等方式。2019 年

6 月课题组对九年级学生进行学生学习习惯和方法改进与能力提升的问卷调查，将调查结果汇

总并与第一次调查进行对比后，发现学生学习习惯有所转变，大部分学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学习积极性逐渐提高，变被动为主动，学习能力提升，成绩提高，同时合作意识、创

新精神、以及一些社会意识都有提高。 

 

 

《在化学课程中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 

十三五课题开题活动 

2019 年 3 月在天津市鉴开中学教改课堂一如期进行了《在化学课程中利用信息技术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课题的开题活动。出席本次会议的是课题组所有成员。 

本次会议对课题进行了交流，并进行了讨论。会议中交流了本课题的申报和研究情况，并

针对课题的研究方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期间与会者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如何更好的运用微

课、小视频、PPT 等技术以及希沃授课助手等手段向学生展示学科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实

践，找出可行性的方法以推广利用，学生在参与学习活动中学会合作学习、主动参与的学习方

法，提高自身的实验探究能力和学科创新精神，在潜移默化中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会议还就



如何组织课题研究人员，如采用以问

题为抓手促进课题研究，以课题为主

题征求有兴趣参与研究的教师参与

的方式进行了讨论。 

 本次会议对于各课题组明确研

究思路，激发研究热情，探究研究方

法起到了促进作用。今后还将开展课

题研究中期汇报交流，研究成果交流

等活动。期望通过课题研究解决我们

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促进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希望课题研究得到更多教师的关

注，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其中，并从中得到收获。 

 

 

基于化学学科素养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鉴开中学成功举办化学市级公开课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上午，在天津市东丽区鉴开中学隆重召开了基于化学学科素养促进学

生思维发展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研讨活动，本次活动为有效的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搭建了平台。

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化学专家刘红梅主任、人教数字公司初中化学学科主管谢明阳老

师、全市各区县教研员及骨干教师 200 余人莅临现场观摩指导，活动开展的同时进行全国直播，

共有 2000 多人通过在线方式进行观看。 

 

 

 

 

 

 

 

 

 



首先，由东丽区化学教研员侯涛老师致辞，并做了题为《基于化学核心素养视角促进农村

初中生思维发展策略的研究》的专题讲座。 

 

 

 

  

 

 

随后，分别由天津市鉴开中学武妍老师做《水的组成》一课，西青区杨柳青四中崔杰老师

做《水的净化》一课，两位教师展现了不同的课堂模式及个人风采。 

我校武妍老师恰到好处的利用宋代诗人朱熹的《观书有感》一诗作为课题引入，同时向全

市化学同仁播撒了鉴开中学的名片。整堂课充分利用小组合作，引导学生学生们通过氢气燃烧

和电解水的实验探究出水的组成，并从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两个角度深入理解水的生成与分解

的过程，学生分别以观察、讨论、思考等方式探索物质组成与构成的奥秘，通过探究实验既强

化了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还培养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的形成。 

 

 

 

 

 

 

 

课堂上主要利用希沃授课助手控制 PPT，重点利用同屏技术让参会教师近距离清晰看到学

生的实验过程以及主要现象，还将学生记录数据以图片形式展示，学生在大屏幕前展现出了积

极踊跃的表现欲，使得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中考复习策略指导 

——《金属的性质专项复习》区级研究课活动 

2019 年 3 月 29 日上午，在鉴开中学开展了中考复习策略指导的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有

天津市教研室主任刘红梅主任，东丽区教研室化学教研员侯涛老师以及各校化学教师。 

本次以鉴开中学崔义美老师的《金属的性质》研究课为依托进行，课堂形式多样，或以自

主学习、或以小组合作等，通过中考复习，可以帮助将所学的大量具体知识围绕学科核心素养

进行整合内化，还能进一步提高学生针对一类知识点提出科学问题，形成猜想和假设，基于证

据得出结论并作出解释，以及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交流、评估、反思的能力。本次活动



的思想就是复习课堂同样要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形成的促进，为中考前如何上好复习课做出了

指导。 

课后，刘红梅主任对本次课给予高度评价，以垃圾分类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引入的思想帮助

学生树立了环保意识，课堂中渗透的传统文化激发着学生的学习动力， 希望老师们能够将本

节课的精神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本节课崔老师打破了以往的 PPT 课件，利用了希沃白板进行课件展示，以及学生书写情况

的图片数据上传，使课堂节奏紧密。希沃白板小游戏的设置也充分将学生调动起来参与课堂。 

 

 

                                      

 

 

 

 

 

 

 

 

 

 

 



     

2019 年 12 月 20 日，我校张英杰老师为来自临潭县学访团领导做课《溶解度》，利用希沃

授课助手上传学生实验过程的视频以及图片，提供给学生丰富的学习资源，有力推进推理、观

察、分析、归纳的能力。 

 

 

 

 

疫情期间的“云教研”和“云课堂” 

疫情期间，多次利用网络教研的方式统一进度，互相学习，同时在利用各种网络信息技术

的手段进行我们的教育教学，真正意义上实现停课不停学。 

疫情防控期恰逢学生开学季，为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向学校传播，根据教育部提出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的指导意见以及天津市、区教委提出新的教学工作要求，2020

年 2 月 14 日上午，初中化学学科通过腾讯会议组织了初中化学全体教师的网络教研活动。 

在开展本次教研活动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通知所有教师提前下载腾讯会议 app，

以确保本次活动顺利有效的进行。 



 

 

 

 

 

 

 

 

 

 

 

 

 

活动第一项，学习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文件，呼吁教师高度重视并做好自身防疫。 

 

 

 

 

 

 

 

活动第二项，学习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小学延期开学“停课不停学”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的内容，提倡全区教师充分利用好国家、地方、学校的现有优质网络课程资源，以确保学生进

行更有效的自学活 动。 

 

 

 

    

 



 

    活动第三项，对 2019-2020 第一学期期末成绩进行分析，首先由侯涛老师对本次成绩进行

整体分析，参会教师通过腾讯视频共享屏幕听会。 

 

 

 

 

 

 

 

 

 

 

 

 

 

 

 

然后参与阅卷题长，同样采用共享屏幕功能，分别从题目考查知识点、学生出现错误、错

误原因以及教学建议四方面对各题进行逐一分析，老师们高度重视疫情期间的第一次网络教研，

准备充分，详细，为今后的教学方向点燃一盏明灯。 

最后，针对提前下发的资源包的使用方法进行介绍，并了解部分学校使用情况，东丽、华

明等学校使用情况良好，学生既可以通过学案进行自主学习，还可以在观看一师一优课的过程

中掌握知识。 

 



 

 

 

 

 

 

 

 

本次活动的形式老师们反馈良好，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改进，并开发一些新的

且实用的功能。 

 

 

鉴开中学化学组在东丽区第五周化学网络教研中主讲——中考微专题复习策略 

根据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要求，老师们同心协力，智慧

共享，让“加长版”假期里孩子们的成长不延期。为了分享经验，解决疑惑，使接下来的网课

更顺畅，更有实效，让“网上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化学学科的育人价值，经过提前细致准备，

我区全体化学教师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 点，利用腾讯会议召开了第五周初中化学学科网

络教研活动。 

此次教研活动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由鉴开中学武妍、崔义美、张英杰、邢燕老

师对酸、碱、盐的专题内容进行了说课交流，为下周的网络教学的顺利开展做好准备；二是各

校化学教师分享自己好的经验和做法；三、针对网络教学专题复习以及网络教学提出了一些建

议。 

在整体活动开始之前，教研员侯老师首先对本次教研的目的、主旨以及参讲的各位教师进

行了介绍。 



  

活动第一项：由崔义美老师进行《酸和碱的中和反应》的说课展示，首先让学生从复习中

和反应的定义和实际应用入手，再通过探究中和反应是否恰好完全反应为切入点，渗透中和反

应后滴加酚酞呈无色的情况的情况下溶液酸碱性的检验方法，还通过坐标图与手持技术讲解了

不同点位上溶液的酸碱性以及溶液中溶质的成分。典型中考题目的呈现突出了这部分内容的考

查概率和重要性。 

 

活动第二项，由张英杰老师展示《氢氧化钠变质的探究》的说课，在介绍氢氧化钠变质

的原因之后，张老师系统的讲解氢氧化钠变质以及变质程度的判断方法，通过设疑、动画、对

比的呈现方式，分析了以上两种情况。 

      



张老师的课重在总结，提升能力，以帮助学生学会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活动第三项，由邢燕老师进行《粗盐提纯》的说课展示，邢老师以复习除去粗盐中难溶性

杂质为铺垫，上升到可溶性杂质离子的去除，通过分析如何选择除杂试剂，以及这些试剂加入

的顺序，攻破该知识难点。最后利用典型例题进行知识归纳。 

  

活动第四项，由武妍老师进行《离子共存》主题复习的说课展示，本课通过书写典型复分

解反应方程式，结合产物让学生明白离子共存的条件是不能产生沉淀、气体或水。再通过典型

例题分析无条件限定和单一条件限定以及多种条件限定的离子共存问题的解题思路。最后对该

内容的题目进行了拓展分析。 



  

 

活动第五项：各校化学教师进行网络教学交流。 

具体涉及到网络问题、教学具体内容、教学方式方法、课堂管理、学生互动、作业布置、

效果反馈，以及网课操作方法等方面，参与讨论的教师们踊跃发言，把教研气氛推向了高潮，

而教研员在其中穿插的精彩点评，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活动第六项：侯涛老师：专题复习网络教学意见 

纵观天津近几年中考化学试题，酸、碱、盐的内容是中考的重点和难点。本次活动中，四

位老师以离子间的相互反应为主线，从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发生的中和反应，至氢氧化钠变质

后碳酸根离子的检验和去除，再到粗盐提纯中多种离子按顺序除去，都会回归到离子间是否会

发生反应。四位老师对四个小专题非常细致的分析有助于学生掌握酸碱盐中的重难点。通过组

织这次交流，使老师们对于这类考点进行思考、整理和归纳，对于教师网络教学提出:注意知

识储备，根据自己学生具体情况采取问题式、微课等多样教学方法，以点带面，分层推进，争

取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找出解决此类问题的规律。 

本次教研活动取得圆满的成功，老师们表示通过交流研讨，更加坚定了进一步上好网课的

决心，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战疫情——特殊时期鉴开化学云课堂 

——鉴开中学化学组“停课不停学”工作纪实 

疫情期间鉴开中学化学组全体教师，在学校统一指挥下，同心协力，智慧共享，让“加

长版”假期里孩子们的成长不延期。 

自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鉴开中学正式启动线上课堂。从线下走到线上，变的是形式，

不变的是精彩。我们利用日常教学成果，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优势，让特

殊时期导学案发挥独特效用。附之予及时的线上答疑，收到良好效果。 

一、未雨绸缪聚智慧 

精彩纷呈的线上课堂，离不开全体教师线下的努力。线上一分钟，线下半月功。老

师们提前制定教学计划，对课程做了精心的准备，所有材料反复修改打磨，呈现给同学们

最精致的课程，老师们各自发挥特长，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做贡献。 

 

 

 

 

 

 

 

老师们提前利用微信和资源平台建立与每个学生的联系，在天津市资源平台上传学习

资料包供学生自学，并辅导学生正确登录学习路径。同时也对可能出现的网络不通等紧急

情况做了第二套实施方案，保证孩子们准时顺畅完成学习任务。教师们分工协作，提前录

制微课，为学生准备笔记素材。甄选内容丰富优秀的化学微信公众号推荐给学生，例如肖

强化学小课堂辅助教学。 

 



 

 

 

 

 

 

 

 

 

 

 

 

 

 

 

 

 

 

 

 

 

 

 

 



 

 

 

 

 

 

 

 

 

 

 

 

 

 

 

 

 

 

 

 

 

 

 

 

 

 

 

 

 

 



 

二、勤学精研献资源 

老师们通过参与区教研，学习兄弟校教师线上教学的经验。搜集整理各级各类资源，

丰富、打磨我们的资源包。我校第二周的教学资源包还分享给全区化学教师使用。武妍、

邢燕、崔义美、张英杰四位老师将在第五周的区教研中展示“中和反应”、“离子共存”等

四个重点专题复习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推进线上教学，我们直面学生日渐懈怠等教学困



难，及时开展校本教研，努力转变学生学习状态、沟通进度、难度、效度、程度等问题，

根据最新学情及时调整下一周的教学安排。 

 

 

 

 

 

 

 

 

 

 

 

 

 

 

 

 

 

 

 

 

 

 



三、化“疫情”为“义情” 

这场疫情，改变了我们传统授课的方式和实施路径，也提供学科育人大好时机。这场

灾难为我们每个人都上的一节深刻的社会课程。课堂中我们不失时机地渗透防疫和生命教

育内容。讨论了酒精以及 84 消毒液杀菌的原理，使用注意事项，以及两者不能混用的原

因等问题，进而引入了将要重点学习的酸碱盐的有关知识。在这特殊的线上教育中，我们

希望每一位孩子能真正关注生命，认识社会，把知识转为能力，为新时代中国建设做准备。

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不仅能够真正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理解生命的意义，还要从容对待

每一次危机，更要让他们懂得科学知识就是战胜疫情强大的力量。在课堂中老师们开展防

控疫情和思想情感教育，极大鼓励了学生自律自强，激励同学们发奋学习，他日能成为国

之栋梁。 

 

 



 

 

 

 

 

 

 

 

 

 

 

 

 

 

 

 

 

 

 

 

四、一个都不能少，每个都能学得到 

 “一张白纸一支笔”就是我们的讲台，老师们克服线上教学的一些不便，尝试用不同

的方法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老师们以微信群为平台，或以文字描述，或以语音讲解，或

以视频解析突出重点，课堂中还要随时导趣、提问，形成学习气氛，以保证学生在线同步

人数，达到最大程度的吸收。 

 

 

 

 

 



  

 

 

 

 

 

 

 

 

 

 

 

 

 



老师还开发利用猿题库、班级小管家或者资源平台增加互动，并对完成情况进行实时

关注，确保学生最大程度参与。及时对情况认真分析，批改反馈，有针对性对同学做出不

同要求。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给予每个学生个别化的指导和帮助，争取学习效果最佳

达成。 

 

 

 

 

 

 

 



 

 

 

 

 

 

 

 

 

 

 

 

 

 

 

 

 

 

 

 

 

五、教有所得，学有所获 

在网路的另一端，是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虽然他们不能回到熟悉的校园，但家庭成了

他们新的课堂。一点点的学生适应新的学习节奏，由开始的家长老师督促转变成更多孩子

自觉努力。在手机上、在电脑上依然能认真倾听老师耐心讲解和帮助，努力做好课堂笔记，

并且很多的孩子学会思考和大胆提问。班内学习小组微信群成了同学们热烈讨论和互相鼓

劲的新平台。无论线上线下孩子们都会用心上好每堂课，不负青春好时光，回报老师辛勤

工作。 



 

 

 

 

 

 

 

 

 

 

 

 

病毒会传染，让人经受磨难，而战胜磨难的品格会传承，让一代代人更加坚强。特殊

时期、特别要求的线上学习，成为每个人人生特殊经历，让我们重新检视今天“真教育”的

内涵，为那些基本的、而且长期存在的教学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甚至可能会带来

课程与教学全新的“裂变”。鉴开中学师生正用这种特殊方式为这场疫情默默奉献着、

努力着、收获着。 



 

2020 年暑期，鉴开中学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学“四史”系列活动 

在系列四中，张英杰老师是本期宣讲教师，我们可以将化学知识融入生活中，

激起学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激昂情感，为共筑科技强国梦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