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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单元复习课的现状以及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新课程理念,分析了近几年高考卷对金属

及其化合物的考查所占分值情况,设计结构化单元复习思路,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掌握,促进知识结

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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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复习课是化学教学中一个必不

可少的环节,是学生整体掌握化学知识

的一个必经之路。目前的单元复习课中

教师为了节约时间、整体把控课堂节奏,

导致学生学得无趣、课堂复习效率不高、

解决问题时无法做到及时提取信息等问

题[1]。以至于学生获取到的知识的零散

的,无法将知识联系起来形成结构框架。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指出：化学教学内容的组织,应有利于促

进学生从化学学科知识向化学学科核心

素养的转化,而内容的结构化则是实现

这种转化的关键[2]。本文以“金属及其

化合物”为例阐述在单元复习教学中进

行结构化设计,以助于学生构建完整系、

统化的知识网络,提升结构化意识,发展

其学科核心素养。 

1 教学内容地位分析 

以人教版为例,在教材编排上,将

“金属及其化合物”放在第三章。是以

化学基本实验安全、物质的分类以及氧

化还原反应的知识基础作为铺垫,较为

完整、全面的来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

一个起点。从构成物质世界的的元素开

始深入了解化学,也为之后学习“非金属

化合物”做一个理论铺垫。本章内容从

金属单质、化合物以及金属的应用对内

容进行编排,并从共性逐步上升到对金

属特性的理解,呼应了初中化学认识金

属的个性到共性的一种思想的转变。在

金属化合物方面统一依照“氧化物-氢氧

化物-盐”的顺序进行分类编排,有利于

学生将知识进行关联,形成结构化知识

网络,为之后进行系统学习打下基础。 

表 1 金属及其化合物考查分值统计

年份
全国二卷“金属及其化合物”分值

选择题 主观题

2016 12 8

2017 18 4

2018 12 10

2019 12 4

2020 12 4
 

金属及其化合物是对初中金属知识

的提升,也是对高中元素化合物知识学

习的一个基础,同时也是高考考查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近五年全国二卷理

科综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金属及

其化合物”知识的考查形式及所占分值

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近五年对

该知识点的考查选择题占分比重要高于

主观题,且每年的分值均不低于16分,可

见该单元知识也是高考试题中的一个重

点,随之,对学生的学习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要对该部分知识进行准确的掌握。 

2 金属及其化合物单元知识分析 

2.1知识结构分析 

金属及其化合物单元中,主要介绍

了钠、铝、铁三种金属及其化合物,以及

生活中应用广泛的金属材料。本章内容

的学习既没有按照某一典型金属及其化

合物的相关内容进行纵向的知识结构编

排,也没有先选取典型案例进行介绍,再

扩展、延伸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后进而

学习其他的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内容。本

章内容是依照物质分类方法进行内容编

排,通过联系、对比学习多种金属化合物

的相关性质。不仅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加

深对金属及其化合物相关性质的认识,

还能在共性中寻找个性,突出重点所在。 

金属单质与其化合物间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相互转换,教材中虽然按照一类

物质进行分类设置板块进行学习,但在

每一板块内容中贯穿着前后内容的相关

知识。通过前后知识衔接,将某一金属及

其化合物的知识在纵向上依据化学方程

式将其串联起来,形成一定的逻辑结构

框架,又可以达到知识的纵向衔接。所以

进行本章单元复习课的教学时,首先要

以充分了解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为出

发点,在深入理解各金属及其化合物转

换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金属单

质、氧化物、氢氧化物等之间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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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依据其内在联系,对该部分内容构

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知识结构框架。 

2.2复习要点分析 

通过对历年高考卷中金属及其化合

物知识考查点以及本章内容在教材中所

占地位分析,金属及其化合物是对元素

化合物进行系统学习的一个起点,且该

单元知识点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

系,也更加符合化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应

用知识回归到生活的教学理念。金属及

其化合物的复习要点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①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相关性质；②

金属及其化合物间相互转换关系；③用

途广泛的金属材料。 

3 金属及其化合物单元复习课

结构化设计 

单元复习是学生在学习完一章内容

后对所有知识进行的一个总体性的掌握,

学生虽已对本章知识进行过学习,但对

知识的掌握还处于零散、无法建立联系

的状态。此阶段的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学

习虽已不像初中刚接触化学时的无力,

但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掌握学习方法

远比掌握知识来的更为重要,掌握了学

习方法学习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将单元

复习内容进行结构化设计进行教学,一

方面可以逐步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促进

知识结构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落实2017

年版课程标准提出的“在教学内容的组

织上重视教学内容的结构化,才有利于

利于促进学生从化学学科知识向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的转化[1]”的教学理念。鉴

于新课标要求以及学生实际需要,对复

习内容进行结构化设计,切实提升课堂

复习效率。 

3.1知识关联的结构化设计 

知识关联就是知识结构中各知识点

之间的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也就是各

节知识间具有逻辑联系,可形成一个整

体框架的联系[3]。教材编排上把金属及

其化合物知识内容进行了分类,在复习

教学中引导学生用对比、联系的观点去

理解、记忆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相关性质,

并以此进行扩展,进一步联系反应类型。

联系生活实际理解合金的概念及用途,

体会金属对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从

整体联系上把握知识。 

 
图1  金属及其化合物内容知识结构图 

在金属及其化合物进行单元复习

内容上,按照模块分类,分别给出金属

单质、金属化合物两个知识模块。首先

对金属单质的化学性质进行一个大致

的整理与归纳,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归纳

出金属氧化物、金属氢氧化物与盐的相

关知识。用对比、联系的观点总结各金

属化合物的共性与特性,通过不断地进

行梳理,不断地进行知识扩展,逐步完

善知识结构图,在理清各知识点关系的

同时,还可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提升

结构化意识。 

对金属材料的选择,首先我们要明

确金属材料除了金属单质以外,还包括

他们的合金。合金的性质使我们了解合

金的一个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合金作为

一种对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们

在选择上还要考虑其价格以及是否环

保。合金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铜合金、钢

等。以此思路设计知识结构图,让学生在

复习掌握知识、明白各知识间内在联系

的同时,还能进一步加深对“结构决定性

质、性质决定用途”的理解。 

3.2认识思路的结构化设计 

 

图3 钠及其化合物转换关系结构图 

认识思路结构化是以学科本原为起

点,对物质及其变化的认识过程的一种

概括[4]。金属及其化合物知识繁、杂,

难以记忆,且在一定条件下金属及其化

合物可以实现彼此间的相互转化,对各

金属及其化合物间的转换关系进行结构

化设计,引导学生逐步进行推导和分析,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记忆速度,形成系统

的知识结构。 

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知识,从横向以

分类的角度对知识掌握后,还要从纵向

的角度进行挖掘。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性

质决定了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相

互转换。通常对于金属及其化合物之间

转换关系的分析,多是采用书写化学方

程式、死记硬背的形式来记住他们之间

的转换要点。因此,在进行该单元知识复

习时,根据学生对该章内容的认识思路,

以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作为基础,以金属

单质为出发点,理清各转换关系的同时,

构建如图3所示的知识网络图。清晰地展

示出各反应物、生成物及反应条件,从零

散到整体,形成一个系统、整体的结构框

架,以结构化设计促进素养发展。 

4 结论 

教学内容的结构化既是实现知识

向素养转化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学生

知识结构化的教学策略。教师在复习教

学中要以学生为中心,依据知识结构的

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

进行结构化设计,进行结构化教学,提

升课堂复习效率的同时,促进学生知识

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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