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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教学中培育社会责任素养＊

———以 “燃料及其利用”复习教学为例

杨林全! !

（如东县丰利中学　江苏如东　２２６４０８）

摘要　在分析 “社会责任”素养内涵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制订了初中化学 “燃料及其利用”
复习教学课的 “社会责任”素养目标，并设计了以 “秸秆综合利用的变迁”以及 “历史悠久的薪

柴燃料—使用方便的化石燃料—清洁环保 的 新 型 燃 料”的 燃 料 “进 化 史”为 主 线 的 教 学 流 程。从

“燃料及其利用”复习教学来看，初中化学教学可以通过真实情境、创新实验和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等实践路径让学生获得 “社会责任”体验，形成 “社会责任”素养。
关键词　初中化学　核心素养　社会责任　燃料及其利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８４／ｊ．１００３－３８０７ｈｘｊｙ．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３１　　

　　自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颁布以

来，如何在学科教学中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问题受

到一线教师 的 广 泛 关 注。本 文 拟 以 “燃 料 及 其 利

用”复习教学为例，探讨初中化学教学中培育学生

“社会责任”素养的相关问题。

１　教学主题与教学现状分析
社会责任通常是指个人、群体或组织对社会应

负的责任。学校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组织，在

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显，同时也担负着

自身的社会责任。有学者认为，学校的社会责任主

要是 “确立核心价值观念，引导全校师生不断认同

学校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愿景，形成教育合力，提升

教育境界，并通过对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和践行，
引领和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１］。显然，通 过 有 社

会责任的教师培育有社会责任的学生是学校社会责

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学生 “社会责任”素养的

具体表现，在 “中 国 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中 有 描

述［２］。学校教育中的各科教师应该根据 “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 素 养”的 指 向，为 培 养 学 生 的 “社 会 责

任”素养发挥自身学科的教育功能。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以下

简称 《课程标准》）在 “课程目标”部分指出，“义
务教育阶段的化学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主

旨”，具体包括 “激发 学 生 学 习 化 学 的 兴 趣，帮 助

学生……获得进一步学习和发展所需要的化学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引导学生……通过化学学习培养

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

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

生存，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３］。可见，“社会责

任”素养是初中化学课程的目标之一，同时初中化

学课程也具有培育学生 “社会责任”素养的价值和

功能。
为了了解初中化学教学在培育学生 “社会责任”

素养 方 面 的 现 状，笔 者 以 “化 学”和 “社 会 责 任”
作为 “篇名”关键词在 “ＣＮＫＩ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６日

有１８条记录，其中属于初中范畴的仅有 《培育初中

生社会责任素养的教学实践与反思———以 “化学物

质与健康”为例》［４］。所以，在实践中广泛探寻初中

化学教学培育学生 “社会责任”素养的有关策略，
对于充分发挥初中化学课程的价值和功能具有时代

迫切性和现实重要性的意义。

２　教学目标与教学流程设计
关于 初 中 化 学 范 畴 的 “社 会 责 任”素 养 的 内

涵，《课程标准》中的相关描述主要有： “了解化

学、技术、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并能以此分析

有关的简单问题”“逐步树立珍惜资源、爱护环境、
合理使用化学物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感受并赞

赏化学对改 善 人 类 生 活 和 促 进 社 会 发 展 的 积 极 作

用，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初步形成主

动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在面临和处理与化学有

关的社会问题时能做出更理智、更科学的思考和判

断”［３］。
初中化学 “燃料及其利用”复习教学，主要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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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燃烧的条件与灭火原理、燃料的 “进化”与新型

燃料的开发、燃料的使用对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根

据 《课程标准》对 “社 会 责 任”素 养 的 相 关 描 述，
并考虑初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可以将 “燃料及其利

用”复习教学的 “社会责任”素养目标设计成以下

４个方面：（１）结合燃料的 “进化”及其在生活中

广泛利用的事实，认识化学对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贡献；（２）结合燃料利用过程

中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事实，了解化学对人类健康

和社会可持 续 发 展 的 双 重 影 响，认 识 到 “绿 色 化

学”的重要意义；（３）结合化石燃料不可再生的特

点，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４）在巩固 “燃料及其利用”知识的同时，能对与

燃料有关的社会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合理的

决策。
由于 “燃料及其利用”所涉知识的难度不大，

复习教学时如果按照 “梳理基础知识—训练典型例

题—讲解解题技巧”的常规模式，对旧知识进行简

单重现，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笔者所在的学

校是一所农村初中，学生经历过较为丰富的农村生

活场景，在教学 设 计 时 决 定 选 择 学 生 熟 悉 的 “秸

秆”作为教学资源，精心设计相关情境，围绕培育

学生 “社会责任”素养的主题，让学生变换视角从

“社会责任”的层面 上 再 学 习。这 样，本 节 课 的 教

学流程就以 “秸秆综合利用的变迁”以及 “历史悠

久的薪柴燃料—使用方便的化石燃料—清洁环保的

新型燃料”的燃料 “进化史”为主线，将教师的主

导意识 （问题线）和学生的认知途径 （活动线）巧

妙串联 起 来。教 学 中 立 足 真 实 问 题，回 归 化 学 本

源，一方面将生活中的问题融入课堂教学中，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创设贯穿始终的教

学情境，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视角去分析思考、积极

探索，寻求方法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化学问题，感受

化学对改善生存环境和促进人类发展的价值，培养

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５］。

３　教学实录

３．１　历史悠久的薪柴燃料

【讲述】人类从学会 用 火 开 始 到 进 入 电 气 时 代

之前，薪柴燃料一直是最主要的能源，时至今日，
农村许多 地 区 仍 然 以 薪 柴 燃 料 为 主，农 民 就 地 取

材，利用秸秆等作为燃料。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秸秆可是农民的心肝宝贝，上等的秸秆收集起

来用于盖房子、打草鞋、喂耕牛，最差的才舍得用

作燃料。
【学生活动】倾听、思考。

【提出问题】秸秆作为燃料燃烧时，需要满足

哪些条件？可以用哪些方法将其熄灭，其灭火原理

又是什么？

【学生交流】（１）秸秆要燃烧需要与氧气或空

气接触，而且温度必须达到着火点。（２）要使燃着

的秸秆熄灭，可以用水浇灭、沙土盖灭、清除秸秆

等，灭火的本质就是破坏燃烧的条件。
设计意图：在回顾历史，让学生了解秸秆曾经

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重

要贡献的基础上，复习巩固燃烧条件和灭火原理。
【小组活动】学生点 燃 酒 精 灯 后 打 开 烟 雾 收 集

装置中的止水夹，而后点燃一段秸秆 （见图１）并

记录实验现象。
【学生交流】秸秆燃烧，发出黄色火 焰，放 出

热量，有灰烬和烟尘产生，燃着的秸秆一旦离开酒

精灯，火焰马上就会熄灭。

Ｆｉｇ．１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ｒａｗ
图１　秸秆的燃烧

【教学过渡】同学们是不是很失望？刚才预设

了那么多种熄灭秸秆的方法，其结果还没要我们出

手，秸秆自己就熄灭了，是不是秸秆不易燃烧呢？

【演示 实 验】聚 集 学 生 实 验 中 剪 剩 下 的 秸 秆，
在烟雾收集罩下方点燃，在燃烧的过程中将秸秆先

向下倾斜，接着横放而后向上倾斜，最后向下倾斜

并散开。
【提出问题】结合刚才的实验，请大家思考哪

些因素会影响秸秆燃烧的剧烈程度？

【学生交流】影响的因素有：秸秆自身的温度、
秸秆与空气的接触面积。

【提出问题】为什么 一 根 秸 秆 燃 烧 时 很 容 易 熄

灭，而一把秸秆却能旺盛地燃烧？

【学生交流】一根秸秆燃烧容易熄灭，而一把秸

秆聚集在一起却能旺盛地燃烧，这是因为秸秆聚集在

一起减少了热量的散失，确保其温度高于着火点。
设计意图：从燃料量的多少、紧密程度、与空

气的接触面积等方面为学生拓展影响燃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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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虽然秸 秆 曾 经 是 农 民 重 要 的 生 活

燃料，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农民在田间焚烧秸秆的

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学生交流】秸秆燃 烧 时 会 产 生 大 量 的 烟 尘 和

灰烬，而且使用时需要不断地添加秸秆，已经不能

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
【提出问题】现在同 学 们 家 里 主 要 是 以 什 么 为

主要燃料？

【学生交流】液化石油气。
设计意图：让学生体会到秸秆被相对方便、卫

生的化石燃料替代是必然的结果，由此导致大量的

秸秆失去用武之地，并且成为了污染环境的潜在源

头。

３．２　使用方便的化石燃料

【讲述】老 师 家 也 是 用 液 化 石 油 气 为 燃 料 的。
这些化石燃料的使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

利。但是，化石燃料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存在一

些问题。
【提供资料】（１）２０１７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达４４．９亿 吨 标 煤，同 比 增 长２．９％，占 全 球 能 源

消费比例 的２３％；ＳＯ２排 放 量１　０１４．６４万 吨，温

室气体排放量达到１０５亿吨，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２６％［６］。 （２）据估计，人类熟 悉 的 石 油、天 然 气

和煤炭３大化石燃料，还能供开采的年限大约只剩

５０．６年、５２．５年和１５３年［７］。
【提出问题】面对资 料 中 的 数 据 你 所 担 心 的 问

题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学生讨论】分别从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２个

方面进行分析，并从节能减排和开发利用新能源等

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讲述】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水能、风 能、太 阳

能发电装机第１大国，但是生物质能的利用还处于

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提供资料】著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朱清时

曾指出，我国能源战略迫切需要研究用非粮食类生

物质做原料生产液体类、气体类燃料，开发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具有推广价值的实用技术，保障我国

植物生物质能源的安全开发利用和经济昌盛繁荣［８］。
设计意图：一方面引导学生形成绿色化学的理

念，努力成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者、改造者和保

护者，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学生从国际视野了解我国在生

物质能利用方面的现状，激发学生学好化学建设美

好家园的使命感。
【提出问题】秸秆能 否 转 化 为 城 镇 居 民 的 生 活

燃料呢？

【提供资料】秸秆 是 成 熟 农 作 物 茎 叶 （穗）部

分的总称。主要含有Ｃ，Ｈ，Ｏ元素，还含有少量

Ｎ，Ｐ，Ｋ等元素。
【学生活动】阅读教 材 （人 教 版９年 级 化 学 上

册）第１３８页第１，２段，利用老师提供的实验仪

器和用品设计秸秆干馏的方案：将１段２０ｃｍ长的

秸秆折叠成４ｃｍ长的秸秆条压实，将压实的秸秆

条放在铝箔的中间，并把铝箔从中间对折，使秸秆

条包裹在其中，用坩埚钳夹住包着秸秆的铝箔，加

热铝箔对折密封的一端，用燃着的木条在铝箔的另

一端检验有无可燃性气体生成。
设计意图：让学生回归课本再次熟悉煤的综合

利用和干馏原理，并将干馏原理迁移到解决秸秆综

合利用的问题上来，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师生演示】秸秆的干馏 （见图２）。

Ｆｉｇ．２　Ｓｔｅａｍ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ｗ
图２　秸秆的干馏

【提出问题】秸秆干 馏 后 得 到 的 气 体 燃 烧 比 秸

秆直接燃烧有哪些优点？

【学生活动】观察比较后得出，秸秆干馏后得

到的气体燃烧具有无灰烬、易燃烧、使用方便等优

点。
【提出问题】请同学们大胆猜想，秸秆干馏得

到的可燃性气体可能是什么？

【学生活动】猜想可能是Ｈ２，ＣＨ４ 和ＣＯ中的

一种或是多种气体组成的混合气体。
【提出问题】你是否同意这种猜想，为什么？

【学生互评】经 过 分 析 后 得，２种 不 一 样 的 答

案：学生甲同意这种猜想，因为Ｈ２，ＣＨ４ 和ＣＯ都

具有可燃性，而且秸秆中含有Ｃ，Ｈ，Ｏ元素符合元

素守恒。学生乙不同意这种猜想，因为Ｈ２，ＣＨ４ 和

ＣＯ在空气中燃烧时火焰都呈蓝色，而秸秆干馏得到

的气体燃烧时火焰呈黄色，实验现象不吻合。
【播放视频】秸秆的 干 馏 （选 自 中 央 电 视 台 第

７套军事农业频道 “农广天地”栏目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１６日２０：３３播出的 “秸秆气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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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由视频可知，秸秆干馏得到的可燃性

气体主要是 Ｈ２，ＣＨ４ 和ＣＯ，还 含 有 少 量 挥 发 性

的焦油，焦油燃烧时产生黄色的火焰。刚才这位乙

同学观 察 得 非 常 仔 细，他 尊 重 客 观 事 实、勤 于 思

考、敢于提出不同见解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大家

共同学习。
【提出问题】秸秆等 生 物 质 能 是 紧 随 主 要 化 石

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之后居第４位的重要能源。
目前我国生物质能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发电方面，包

括直接燃烧发电、与煤混燃发电、气化发电以及沼

气／填埋气发电等，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与煤混

燃发电［９］。利用秸秆等生物质干馏得到的气态燃料

与其燃烧发电相比，通过干馏利用秸秆存在的最大

不足是什么？

【学生讨论交流】秸 秆 干 馏 是 秸 秆 在 隔 绝 空 气

的条件下受热分解的过程，其中需要消耗较多的能

量，这样所得可燃性气体的利用价值可能小于干馏

时消耗的能量；而秸秆燃烧发电的能量来源于秸秆

本身。从经济的角度讲，秸秆干馏不一定是适合推

广的秸秆综合利用的方法。

３．３　清洁环保的新型燃料

【讲述】秸 秆 等 生 物 质 体 利 用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是在一定条件下将其转化为以 Ｈ２，ＣＨ４ 和ＣＯ为

主要成分的生物质气。生物质气是一种相对比较清

洁环保的燃料。
【学生活动】分别书写Ｈ２，ＣＨ４ 和ＣＯ在空气

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提出问题】如果老 师 家 要 将 生 活 燃 料 由 液 化

石油气改为生物质气，灶具的进风口应如何调整，
为什么？改气后，燃气报警器的安装位置应做如何

调整，为什么？如果发现气体泄漏该怎么办？

【提供资料】（１）相同条件下，气体的分子数

目越多其占有的体积越大。（２）液化石油气主要成

分为丙烷Ｃ３Ｈ８。
【学生活动】 （１）书写Ｃ３Ｈ８ 燃烧的化学方程

式。（２）通过比较 Ｈ２，ＣＨ４，ＣＯ和Ｃ３Ｈ８ 在空气

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发现，１体积生物质气体燃烧

消耗的氧气比１体积的液化石油气燃烧消耗的氧气

要少得多，因此需要调小灶具的进风口。（３）根据

气体的相对分子质量可以判断，生物质气体的密度

小于空气，液化石油气的密度大于空气，因此燃气

报警器的安装位置应由在灶具的下方调整到上方。
（４）如果发现泄漏，应先关闭阀门，再打开门窗通

风透气。
【讲述】刚才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学

习并利用好化学知识，可以让我们更科学、更安全

地使用物质，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教学过渡】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秸秆的综合

利用得到了不断地发展。
【讲述】秸秆可以直燃发电，早在２００８年江苏

如东就建 成 了 生 物 质 发 电 有 限 公 司，按 照 设 计 要

求，每年需要消耗秸秆１７万吨，可以转化成１．７４
亿千瓦时电，减少ＣＯ２ 排放约１０万吨。秸秆可以

加工成乙 醇，部 分 代 替 石 油 资 源，２０１８年 我 国 对

外原油的依 存 度 已 高 达７２．３％，严 重 威 胁 我 国 能

源安全，可喜的是我国科学家已经掌握了该项核心

技术。秸秆还可以用来 发 酵 制ＣＨ４ 和 其 他 工 业 原

料，所以 秸 秆 是 一 种 宝 贵 的 资 源。秸 秆 的 综 合 利

用，对于当前农村或小城镇居民来说，具有可以替

代其他能源、改善室内外环境等优点。但是，农作

物秸秆密度低、运输成本高是秸秆大规模能源化利

用的重要 制 约 因 素。为 了 加 快 推 进 秸 秆 能 源 化 利

用，培育秸秆能源产品应用市场，早在２００８年 中

国财政部就颁发了 《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以支持从事秸秆成型燃料、秸秆气化、
秸秆干馏等秸秆能源化生产的企业。希望同学们现

在努力学好知识，同时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做好宣

传工作，将来利用所学知识为秸秆的综合利用扫除

障碍，让我们的生态环境更美好，国家更富强，早

日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教师总结】本节课 在 秸 秆 利 用 变 迁 的 真 实 情

境中，复习了燃烧的条件和灭火的原理以及燃料使

用对环境的影响等核心知识，也训练了相关的实验

能力和计算能力，同时体验到了化学对改善人类生

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要关注与

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增强安全意识，知道有

些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要成为自然资源的

合理利用者、改造者和保护者，从而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以达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４　教学效果与教学反思
从 “燃料及其利用”复习教学来看，初中化学

教学可以通过真实情境、创新实验和有意义的学习

经历等实践路径让学生获得 “社会责任”体验，形

成 “社会责任”素养。

４．１　在真实情境中增强社会责任感

将化学问题和事实镶嵌在真实情境之中，能引

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并实现问

题解决，以 达 到 认 知 和 谐［１０］。本 节 课 教 学 中，以

“秸秆综合利用的变迁”为线索，创设贯穿于整个

教学过程的真实而有意义的学习情境，驱动学生层

层深入 分 析 问 题、解 决 问 题，从 而 获 得 知 识 和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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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１１］。特别是将 化 学 学 科 知 识 的 复 习 和 社 会 责 任

教育融为一体，引导学生将情感融入到应用所学知

识解决 “现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让学生从秸秆

综合利用方法的发展和变化中体会化学的求真、求

善和求美。这种浸润式的教学方式，悄无声息地影

响学生的思维，改变学生的观念，发展他们的社会

责任素养，从而落实学科的教育价值。

４．２　在创新实验中增强社会责任感

实验是学生学习化学的重要手段，《课程标准》
也要求 “教 师 在 教 学 中 应 高 度 重 视 和 加 强 实 验 教

学，充分发挥实验的教育功能”［３］。为了让 学 生 获

得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体验，本节课创新设计了秸秆

的燃烧和干馏２个实验。在秸秆的燃烧实验中，设

计了烟雾收集装置，在不影响实验现象的前提下，
能将秸秆燃烧产生的烟雾收集起来避免了对教室内

环境的污染。对于秸秆的干馏实验，巧妙利用铝箔

包裹秸秆，简化实验装置，获得明显现象。这样的

创新实验能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激发

学生现在努力学好知识，未来运用新技术改善化学

工艺，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责任感。

４．３　在有意义的学习经历中增强社会责任感

吴俊明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跟人类自身对

化学的认识发展一直是结伴而行的，这个总体规律

意味着化学 具 有 育 人 价 值［１２］。因 此 本 节 课 创 新 了

教学设计，以 人 类 使 用 秸 秆 和 燃 料 的 发 展 史 为 线

索，主要围绕３个问题展开教学： （１）过 去 人 类

为什么要使用秸秆做燃料？（２）现在人们为什么不

使用秸秆做燃料了？（３）将来利用化学知识可以怎

样使用秸秆？这３个问题与 “历史悠久的薪柴燃料

—使用方便的化石燃料—清洁环保的新型燃料”相

对应。其中，过 去 秸 秆 广 泛 使 用 的 历 史，可 以 帮

助学生审视化学对 人 类 的 生 存 和 发 展 做 出 过 重 大

贡献；现在 秸 秆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人 们 生 活 的 需 要，
被露天焚烧、到 处 乱 抛，产 生 了 危 害，能 引 导 学

生了解时代进步 与 科 学 发 展 的 辩 证 关 系，认 识 化

学对人类作用的 双 重 作 用；将 来 随 着 科 技 的 不 断

发展，秸秆必将在 解 决 环 境 问 题 和 能 源 危 机 中 大

展宏图，又可以激 发 学 生 立 志 学 好 化 学 将 来 用 化

学知识为人类做 出 贡 献 的 社 会 责 任 感。通 过 秸 秆

在燃料 “进 化”过 程 中 “命 运”的 “一 波 三 折”，
将学生的学习由 浅 表 引 向 深 入，为 学 生 构 建 有 意

义的学习经历，有 利 于 学 生 在 其 中 增 强 社 会 责 任

体验形成社会责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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