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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学校本课程为化学教学提供良好平台,本研究立足内蒙古民族地区,通过对蒙古族聚居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阐述校本课程

开发的问题,并提供开发的基本思路,给出了蒙古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具体案例,为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校本课程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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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实行课程三级管理制度以来,涌现了大批对沿海省份校本课程

的相关研究,虽有利于校本课程在我国的开发、实施与推广,但并未对少数

民族地区的校本课程给予足够关注,有关蒙古族地区学科校本课程开发的

研究少之又少,因此该地区中学化学校本课程的开发需要深入研究
[1]
。长

期以来,蒙古族地区的化学教学质量与沿海地区差距较大,本次研究以期

借助特色校本课程提高蒙古族学生的积极性,提升学习效率。内蒙古乌海

市丰富的民族文化背景决定了校本课程开发的独特性,蒙古族地区校本课

程的开发应以《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

规定的课程目标为标准
[2]
,以当地学生发展为基准点和归宿,结合学校和

民族特色选取教学内容,开发内蒙古民族地区中学化学校本课程。 

1 现状调查研究 

1.1开发背景 

乌海市蒙古族人较多,风俗习惯、语言等因素促进化学学科的教学,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发展。乌海市R中学的化学教学质量在内蒙古地区

相对较好,但因其偏僻的地理位置、对教育新理念理解偏差等原因,整体落

后于沿海地区。另外因蒙古族多以放牧为生,该地区的学生无论自身学习

动机或是学业成就感、社会竞争压力等都与其他地区学生有差距,自身基

础薄弱,又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缺乏学习的明确动力；而且该地区的现用

教材与其他地方相统一,学生在课程难度大、进度快的时候容易产生厌倦

心理,难以适应当地学生的需求与发展。 

1.2现状调查 

表1  学生问卷调查统计表 

题目 选项 选择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61 52.4%

女 146 47.6%

对高中化学的学习兴趣

感兴趣 121 39.4%

一般 68 22.1%

不感兴趣 118 38.5%

是否满意现在的化学学习状态

很满意 33 10.7%

比较满意 79 25.7%

不太满意 127 41.4%

非常不满意 68 22.1%

导致自己目前学习状态的主要

原因

学习基础 43 14.0%

课程难度 39 12.8%

兴趣 161 52.4%

教师教学方式 64 20.8%

对学校开发适合自己的高中化

学校本课程的期望

非常希望 129 42.0%

希望 150 48.9%

不希望 23 7.5%

无所谓 5 1.6%

对自己目前在化学学习中最欠

缺部分的看法

学习基础 166 54.1%

学习兴趣 56 18.2%

学习方法 74 24.1%

其他 11 3.6%
 

2018年9-12月,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法对R中学的10名化学教师及310

名学生(收回307份)分别就蒙古族地区中学化学校本课程的开发现状、学

生需求、教学方式、课程的结构和目标要求等情况做了调查,对调查结果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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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学生民族比例 

分析发现,R中学蒙古族学生占比极高,如图1,较多学生对化学的学习

热情不高,同时学生对自己目前的学习状态也不满意,总结原因部分学生

认为是兴趣的缺失和教学方法老套导致,大部分人认为是由于现行教材难

度较大,学习过程中学生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较多,学生几乎一致希望学

校可以安排适合自己的学习课程,让化学成绩得到提升。可见学生的实际

需求如此迫切,再加上政策上的支持,开发真正适合学生的化学校本课程

迫在眉睫。 

分析得,R中学的化学教师较年轻,以青年教师为主,熟知目前的教育

形势,教学经验丰富；大部分教师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课程开发的人力

智力基础；虽然教师还需进一步加深对校本课程的认识,但还是普遍认为

现行的高中教材与当地学生紧密度不够,有必要开发适合蒙古族学生的校

本课程。综上,通过对教师的调查我们了解到校本课程的开发在主观和客

观上均具备有利条件。 

1.3现有问题 

经分析,蒙古族地区校本课程的现有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课程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指导不足 

长期以来教育界对课程的忽视导致我国的课程专家少之又少,蒙古族

课程专家更是寥寥无几,蒙古族地区课程开发情况复杂,因此急需课程专

家或专业人士的指导。如鄂托克前旗开展的“马文化节”校本课程受到了

教师、学生及家长的大力支持,也有内蒙古民俗专家的参与,但由于缺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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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型课程专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指导,即使课程的设置再成功也仅停留

在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归宿的层次,并没有完备的校本课程开发纲要

和实施计划,未将校本课程规范化和系统化。 

题目 选项 选择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3 30%

女 7 70%

年龄

30 岁以下 1 10%

30-40 4 40%

40-50 3 30%

50 岁以上 2 20%

职称

初级 2 20%

中级 5 50%

高级 3 30%

学历

大专 2 20%

大学本科 6 40%

硕士研究生 2 20%

是否了解化学校本课程

不了解 0 0

基本了解 8 80%

非常了解 2 20%

对校本课程的理解

学校或教师自编教材而实施的课程 2 20%

活动课程或选修课程 1 10%

根据学生和地区的实际需要而开发的课程 7 70%

教育部按照国家要求安排的工作 0 0

是否满意现行高中教材

很满意 1 10%

比较满意 4 40%

不太满意 4 40%

很不满意 1 10%

现行的化学课程对蒙古

族学生是否适合

很合适 1 10%

不太合适 6 60%

非常不合适 3 30%

没考虑过此问题 0 0

少数民族地区是否有必

要开发校本课程

十分有必要 4 40%

有一定的必要 4 40%

没有必要 2 20%

没考虑过此问题 0 0

开发校本课程需要哪些

方面的支持

学校及领导 10 100%

社会及有关部门 10 100%

学生 10 100%

家长 9 90%
 

1.3.2课程开发意识和能力淡薄 

我国长期存在着“重教育轻课程”的现象,无论教师的职前教育还是

职后教育都缺少课程知识培训。对于职前教育,目前的师范生培养更注重

的是专业知识的内化,与课程开发相关的师范生课程几乎没有,不利于教

师的个人课程思想形成。入职后教育培训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加强教师的

专业技能及教育知识技能方面,以期帮助教师更快的接受最新的教育方法

及理念,但关于课程开发方面的培训相比来看少很多。教师的课程开发意

识淡薄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难点问题。 

1.3.3升学压力与课程负担过大 

在大力倡导核心素养教育的背景下,仍有很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以成绩看学生,升学率看学校的“应试教育”现象愈演愈烈。过度追求升

学率必然会导致课程方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压缩校本课程的时间用于

开设必修课,甚至体育课和选修课的时间被取消,这就造成了国家课程和

校本课程的“冲突”,致使校本课程的开发受到阻碍。 

2 开发流程 

乌海市R中学化学校本课程开发的流程分为以下几步： 

①成立专门的课程开发小组,收集信息。一方面对学校有关教学的相

关因素进行分析整合,评估教师及学生的现有情况,进而也了解目前影响

教学的外部因素,总结当前教学状态的优缺点；另一方面以蒙古族传统文

化为背景,了解学生对于化学学科目前的学习状态及学习需求。 

②综合考虑现有情况确立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和理念,明确总的指导

思想和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个性与共性,细化课程规划,使校本课程达到作

用最大化,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课程难以涉及的不足。 

③制定校本课程开发指南,进行课程开发。这一步十分重要,首先要明

确课程开发的主题,进而编制校本课程所需的教材等相关材料,并且确保

教材的可行性及实效性等。 

④实施校本课程并进行评价。根据课程内容及要求确定实施方式、时

间、地点、参与人员等因素,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

同时做好课程参与人员及课程本身的评价工作。 

3 高中化学校本课程开发案例研究 

3.1案例一：身边的化学—饮食中的化学知识 

开发背景：蒙古族地区化学类相关的专著较少,但很多因素与化学

息息相关,如饮食、服饰等
[3-4]

。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充分挖掘

与化学相关的课程资源,展示蒙古族地区特有的化学文化,促进不同民

族文化间的思想碰撞。以新课标为基础分析蒙古族地区现状,找出现行

化学教材中对文化地域差异的忽略之处,找出与蒙古族学生生活情境或

认知意识不一致或不熟知的内容,以此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开发校

本课程。 

课程框架：以蒙古族文化为背景,整理蒙古族文化中的化学知识,如牛

奶的丁达尔现象,配饰的材质、蒙古包发电等等。 

课程目标：让学生体验生活中的化学,更好的理解所学知识,同时提高

学生的积极性。 

个案：饮食文化中的化学知识。 

每个蒙古族人对牛奶都不陌生,牛奶是呈乳白色的不透明液体,也是

一种复杂的胶体混合物。化学课程胶体的讲授用的是氢氧化铁,但对于学

生来说是陌生的,而且氢氧化铁胶体的制备过程复杂,课堂演示浪费时间,

需控制氯化铁的滴加量,为防止胶体又需准确把握加热时间,因此改用牛

奶验证胶体的丁达尔现象。 

原料选择原因：蒙古族学生熟知,操作简便容易调控,节约时间。 

器材及原料：激光笔,烧杯,牛奶。 

实验步骤： 

①取两个小烧杯,分别加入25ml的稀释牛奶和氯化钠溶液。 

②将烧杯置于阴暗处,用激光笔照射烧杯中液体,观察现象。 

3.2案例二：化学应用—立足蒙古族地区的化学建模 

课程开发背景：化学建模是指用化学语言描述实际现象的过程。以化

学建模为切入点,让学生从熟悉的环境中发现化学,更好的理解和应用化

学知识。蒙古族中学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况及教育基础情况,对

化学教材中的典型性应用知识创设恰当情境,开展化学建模,提高学生运

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框架：以马奶酒的制作方法为切入点,与蒸馏实验相对比,开展化

学建模。 

课程目标：培养学生化学的应用意识和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化学

各部分知识以及化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力,为学生发展奠定基础。 

个案：马奶酒具有蒙古族特色的饮品,其制作方法有两种,原始方法是

将新鲜的马奶倒入特制的囊中放在马背上,在日常游牧的过程中马奶会撞

击发热,慢慢发酵,当里面的马奶腥味消失,变成无色而透明的液体,奶酒

就制成了,这种方法简单但制得酒的度数不高,现在一般选用如图2的制作

方法,将发酵好的奶倒入锅中加热,奶锅上方依次放筒状罩和冷水装置,从

桶内伸出一根导管并通入外部容器中,蒸馏出来的液体即为奶酒,这样制

得的奶酒度数可达48度。酿制奶酒的装置虽然和实验室的蒸馏装置(如图

3)不完全相同
[5]
,但原理相同,充分体现了民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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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制作马奶酒 

 

图3  蒸馏 

建模分析：马奶酒的制作原理与蒸馏相同,对比找出二者作用相同的

器材并描述作用,并指出要想更高效的制作马奶酒需要在那些部位有所提 

 

 

 

升。这一建模难度中等,马奶酒的制作过程源于生活,学生熟悉并且感兴趣,

当枯燥的课本内容可以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及对知识的自主探索欲望,为其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结论 

选择内蒙古民族地区中学化学校本课程开发这个课题,缘于本人对民

族地区化学教育的关注。对本次研究进行总结,即使三级课程管理的体制

在我国已经确立多年,但内蒙古民族地区的校本课程开发意识仍较为淡薄,

本文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R中学的化学校本课程开发状况进行分析,以

期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化学校本课程,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适

性。蒙古族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应更多的参考现有的课程开发案例,并结

合自身区域特色,发挥自身优势,以特色性校本课程为机遇构建属于内蒙

古民族地区的教育生态,为蒙古族学生开创更贴近生活的学习教材,提供

轻松高效的学习课程,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内蒙古民族地

区中学化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不仅有利于蒙古族学生的学习,促进学生更好

的适应国家课程,提高自身的学业成就,同时也对我国的民族课程教育做

了重要的完善,促进了对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也为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学

校的校本课程开发提供范本,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学者参与到少数民

族地区的学科性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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