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缘起

项目教材编写的一个核心任务是确立项目。一个好

项目需要涵盖课程标准中规定的课程内容，涵盖某个化

学专题的核心知识，承载化学学科思想方法和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有助于学生建立化学学科主要活动类型的经

验图式。除此之外，项目应该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真实、
有意义，确立学生感兴趣、具有挑战性和可操作性的任

务。
金属是初中化学核心的教学内容，义务教育化学课

程标准“身边的化学物质”主题中“金属与金属矿物”规
定：了解金属的物理特征，认识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性

质，了解防止金属腐蚀的简单方法；知道一些常见金属

（铁、铝等）矿物，知道可用铁矿石炼铁；知道在金属中加

入其他元素可以改变金属材料的性能，知道生铁和钢等

重要合金；认识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认识废弃金属对环境的影响和回收金属的重要性。
将这些主要内容绘制成知识结构图（见图1），不难

挖掘出如下的化学学科思维方法：金属物质的性质与材

料的关系；材料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 （材料的性能、成
本、使用）；从化学视角分析金属材料选用的思路方法；

研究一类物质的性质的思维方法 （一类物质的共性、差
异性）。

初中金属内容的知识结构

日常生活中与金属材料密切相关的学生感兴趣的

问题是：金属制品的使用。学生对金属制品的了解并不

多。由于感觉熟悉，人们对金属制品的使用不依据说明

书，使用中存在较多的不合理。例如，用金属保温杯盛装

牛奶、梨水，铁制炒锅清洗后不擦干，用铝锅盛放剩菜

等。此外，由于金属制品使用的广泛性和丰富性，人们面

临较多科学选择和使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与金属的性

质、金属的腐蚀与防腐密切相关。
综合多方面因素确立项目为：合理使用金属制品。

该项目能够涵盖金属的存在、性质、制备和用途等内容，

有稳定的金属材料认识领域和金属研究对象，有明确和

独立的本源性问题（如金属制品的选择和使用），有真实

的客观存在和应用（如日常生活中的金属制品），需要独

特的认识角度和认识思路（如金属的性质、金属的制备、
金属的使用），与“化学与社会发展”专题中的材料、健
康、环境等内容有实质性联系，能够帮助学生建构从化

学视角进行材料选择和使用的思路方法。
为了让学生能够把获得的核心知识和解决问题的

思路方法阐述表达出来，并且进行深入理解与运用，为

了促进人们使用金属制品的日常行为更加科学合理，确

立项目作品———“合理使用金属制品”宣传手册，引导学

生走进社区进行宣传。

某金属保温杯的使用说明和安全注意事项

二、项目整体线索

为了制作“合理使用金属制品”宣传手册，需要解决

宣传手册的内容和呈现形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内

面对真问题培养科学决策能力

◎ 胡久华

———“合理使用金属制品”项目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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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需要寻找人们使用金属制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

后分析原因，找到合理做法。为了能够分析解决金属制

品的使用问题，需要认识金属制品和研究金属的性质。
金属制品的材料选择、制备和使用中的核心问题是：腐

蚀。这与金属的性质密切相关，是金属一类物质的共性

问题，也体现出差异性。人们关于金属制品，面临的首要

问题是“选择”，由于金属制品使用的广泛性，再加上同

类制品的丰富性，人们常常面临着如何选择金属制品，

紧接着是购买后如何正确使用的问题。因此本项目的主

要任务包括：认识金属制品，发现问题→研究金属的性

质、金属制品材料的选择→研究金属制品的腐蚀与防

腐→研究金属制品的选择和使用→走进社区。（见图3）
按照任务线索，阶段性地完成项目作品，依次为：介

绍金属制品的主要成分，依据金属性质、金属制品性能

分析金属制品的材料选择；介绍金属制品易被腐蚀的原

因及其实质，进而分析解决日常生活中金属制品的防腐

问题，提出合理建议；通过项目研究，教师结合实例提供

金属制品选用策略及其合理使用措施；最后完成宣传手

册的呈现设计、美化加工。
与任务线索相对应完成核心知识的学习，依次为：

认识金属材料与合金，了解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和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金属的物理性质与金属材料的

性能，认识金属的化学性质及其规律———金属活动性顺

序，明确金属性质的共性和差异性；依据金属的性质，研

究金属的腐蚀与防腐问题，明确金属腐蚀的实质是在一

定环境下发生了化学反应，防腐的实质是阻止金属发生

化学反应；依据金属性质，了解金属在自然界中的存在

及常见的金属矿物，了解活泼性不同的金属的制备方

法，通过金属矿物的有限、人们制备金属付出的代价以

及废弃金属对环境的影响，进而深入体会回收金属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在整个项目中，学生的能力发展线索为：认识金属

制品、认识金属性质→研究金属制品、理解金属性质→
选用金属制品、应用金属性质→内化后输出，迁移创新。
对金属制品的认识和研究、金属性质的认识和理解贯串

整个项目。虽然金属性质在第一个任务中获得，但是需

要在研究金属腐蚀、金属制备、金属制品的选用中不断

地理解和应用。对金属制品的认识也是层层深入，从接

触到研究再到合理选用。对金属制品的研究是明线，对

金属性质的理解是暗线。
在整个项目任务的完成过程中，以核心观念统领：

（1）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无论是发现金属制品的相关

问题，还是研究金属制品的腐蚀，体现求真求实、有理有

据的科学精神；无论是研究金属制备的实际问题，还是

实验室模拟金属制备和走进社区宣传，切实依据可持续

发展、对环境友好的社会责任。（2）一类物质的共性与差

异性，研究金属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要体现研究一

类物质性质的思路方法，研究结果聚焦为金属的共性与

差异性，金属活动性顺序更是共性与差异性的体现；金

属腐蚀与防腐、金属制备都同样体现共性与差异性。（3）
从化学视角分析材料的框架，也是本项目的核心观念，

材料的性能、制备、选择与使用贯串整个项目，借助从化

学视角分析金属材料这个案例，期望让学生形成从化学

视角分析材料的基本框架的能力，并能够迁移到非金属

材料、有机合成材料等其他材料的分析中，这是本项目

帮助学生形成的活动经验图式。
三、项目中的核心活动设计

1.项目的策划

项目教材，应以项目要解决的真实问题作为明线，

以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作为核心活动设计的主线索。本

项目的整体驱动任务是：制作“金属制品合理使用”宣传

手册。第一个核心活动是项目的策划，需要学生畅所欲

言，能够拆解任务，合理分工。明确宣传手册要解决内容

和形式两方面的问题，明确任务完成的基本思路：发现

“合理使用金属制品”项目整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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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解决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完成任务的主要依

据和前提是对金属性质的认识和理解。
2.认识金属制品。
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金属制品了解并不全面，主要

知道的是铁制品，不清楚其他金属制品，因此认识生活

中的金属制品很重要。从生活视角认识金属制品主要了

解其用途、使用注意事项，从化学视角认识金属制品，主

要了解其成分和性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金属物

理性质共性和差异性的核心认识，进而研究金属化学性

质的共性和差异性。（如图4）

在认识金属制品的任务中，采取三种活动形式。通

过调研活动，了解日常生活中常见金属制品的成分，发

现关于金属制品的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交流研讨活

动，依据金属物理性质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金属制品

性能与材料成分之间的相互推理分析，建立金属制品材

料选择的基本角度。通过实验探究活动，设计实验方案，

研究金属化学性质的共性和差异，了解金属活动性顺

序，建立研究一类物质性质的思路方法。
3.探究金属制品的腐蚀。
金属制品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是被腐蚀。世

界上每年因腐蚀而损失的金属材料和设备相当于其年

产量的1/4左右。金属制品被腐蚀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很

普遍，也是金属制品使用中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研究金属制品的腐蚀采取的是从案例到一般的思

路，首先要研究常见的铁制品腐蚀现象，通过调研初步

预测铁制品腐蚀的条件，然后通过实验进行研究，寻找

证据，揭示铁制品腐蚀的实质。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金

属的腐蚀问题，依据金属性质和金属腐蚀实质进行预

测，然后去寻求证据，得到结论。根据金属腐蚀的研究结

果，通过交流研讨，分析金属制品的防腐措施，通过自主

学习了解金属防腐的发展趋势，进而总结金属防腐措施

的基本思路。（见图5）

4.金属制品的合理使用。
为了更好地使用金属制品，首先需要了解金属制品

从何而来，特别是制造金属制品的大量金属材料的来

源。让学生依据金属的性质，预设金属在自然界中的存

在形式及其制备方法，然后通过交流研讨和实验探究，

了解常见金属的制备方法，体会金属冶炼方法与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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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发展、技术手段更新的密切联系，帮助学生构建

“金属矿物→金属→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整体线索，

明确金属制品来之不易，体会回收金属制品的必要性。
接下来解决金属制品的选购问题，以金属保温杯为例，

通过调研分析了解金属制品选购的基本原则，结合日常

生活中选购金属制品的做法，给出综合建议。拿到金属

制品之后，面临的是如何合理使用的问题，通过交流研

讨分析不锈钢保温杯的安全注意事项，及金属保温杯使

用中具体事件的研究，形成合理使用的行为和态度。（见

图6）

“合理使用金属制品”项目，借助“金属制品合理使

用”宣传手册的制作，引导学生积极发现金属制品的使

用问题，研究解决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将对金属制品的

认识和对金属性质的理解贯串始终，力求学生明晰并掌

握初中化学金属内容的知识结构，建立研究一类物质性

质的思路方法，从化学视角分析材料的基本框架，深化

以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化学核心素养，形

成从化学视角关注物品材料的主要成分与性能关系的

意识，形成合理使用物品的行为，自主应用可持续发展

和绿色化学观念分析解决材料问题。（见图7）

知识结构、化学思想方法、
化学核心素养之间的关联

图6

金属制品的合理使用

活动

线索

活动

形式

与

目标

制 造 金 属 制

品 的 材 料 从

哪里来

金属制品的合

理选择
金属制品的科

学使用

交流研讨
实验探究

了 解 常 见 金

属制备方法，

体 会 金 属 冶

炼与科学、社
会、技术发展

的关系，构建

从 金 属 矿 物

金属

金属材料 金

属 制 品 的 线

索，体会回收

废 旧 金 属 的

必要性

调查分析
以金属保温杯

为例，通过调

研分析了解金

属制品选购的

基 本 原 则 ，能

够对日常生活

中选购金属制

品的做法进行

分析，给出金

属制品选购的

综合建议

调查研究
研究金属 制 品

使用事件
通过交流 研 讨

分析不锈 钢 保

温杯的安 全 注

意事项，通过金

属保温杯 使 用

中具体事 件 的

研究，形成合理

使用金属 制 品

的态度和行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图7

合理使用金属

制品项目

化学

核心素养

初中金属

内容的知

识结构

◆研 究 一 类 物

质 性 质 的 思 路

方法

◆从 化 学 视 角

分 析 材 料 的 基

本框架

◆物 质 存 在—
性质—制备—应

用—使 用 注 意

事 项 之 间 的 关

联

形 成 科 学 精 神 与

社 会 责 任 为 主 要

内容的核心素养，

养 成 从 化 学 视 角

关 注 物 品 材 料 主

要 成 分 与 性 能 的

意识，培养自主应

用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绿色化学观念，合

理 使 用 物 品 和 分

析 解 决 材 料 问 题

的能力

化学

思想方法
知识结构

开 发·JIA O C A I 教 材

38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