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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化学导学与拓展.高中一年级》

前言

　　素质教育的目的是让全体学生都全面、健康地发展。课程教材改革是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课程
教材要有利于学生打好共同的基础和不同的基础。共同基础是基本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好，内容要
少而精；不同基础对每个学生的要求不一样，内容要体现广域性、层次性和选择性，便于学生选择，
发展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为此，在课程改革中，上海开设了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型
课程；全国开设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高中学
生深入学习化学基础知识和拓展化学基础。因此，本书既可作为基础型课程或必修课程的导学，又可
以作为拓展型课程或选修课程的自学读本，也可以作为研究型课程或研究性学习的背景资料。　　本
书的编写力求体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兼容性，既侧重上海课程标准和国家课程标准的共同点，
又兼顾两个标准的不同点；既侧重平时打好基础，又兼顾高考的需要。　　二是基础性，高中教育属
于基础教育，不管是深入学习还是拓展学习都是围绕基础，尤其是重要的基础，包括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基本观点、基本方法。　　三是可读性，为了便于导学和自学，内容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写得详细清楚，并给以必要的思维点拨。　　四是双语，专业术语和基本词汇采
用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索引。　　本书贯彻了以下几条编写原则：　　一是自学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原
则；　　二是基础性与先进性相结合的原则；　　三是系统性与专题性相结合的原则；　　四是接受
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相结合的原则；　　五是单科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原则；　　六是基础训练与应
用训练相结合的原则。　　本书的编写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设置有思维点拨、实验活动、探索
与实践、拓展视野、化学史话、阅读材料等栏目，节后有作业，章后有小结与思考，书后提供参考答
案和名词术语的索引。　　本书使用对象是上海高中学生和其他省市高中学生，也可用作高中化学教
师的教学参考书。本书在使用方式上，既可以循序渐进、系统地学习，也可以带着问题有选择地学习
。　　参加本书编写的钮泽富教授（主编）、解守宗教授、钱秋萍高级教师、冯颖老师、张俊霞高级
教师在化学专业方面都很有造诣，熟悉中学课程教材改革，教学经验丰富。　　本书的编写是一种尝
试，希望它对广大师生有所帮助并能受到欢迎，也祈望他们在使用中能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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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化学导学与拓展.高中一年级》

内容概要

《新课标化学导学与拓展(高中1年级)》的编写力求体现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兼容性，既侧重上海课程
标准和国家课程标准的共同点，又兼顾两个标准的不同点；既侧重平时打好基础，又兼顾高考的需要
。二是基础性，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不管是深入学习还是拓展学习都是围绕基础，尤其是重要的
基础，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观点、基本方法。
三是可读性，为了便于导学和自学，内容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写得详细清楚
，并给以必要的思维点拨。
四是双语，专业术语和基本词汇采用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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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物质的构造第一节 原子的内部构造一、玻尔原子结构模型的主要思想二、核外电子的分层排布
三、同层电子能量的差异四、电子云与轨道五、核外电子排布规律作业1.1 第二节 原子(离子)间的相互
作用一、原子(离子)问相互作用的本质二、共价键的特性与类型三、分子间作用力、氢键作业1.2 第三
节 微粒在空间的不同堆积一、晶体的特性二、影响微粒在空间的堆积方式和类型的因素三、晶体的主
要类型四、金属晶体与金属键五、晶体缺陷与掺杂作业1.3 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2章 幕些重要非金属
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第一节 氯与卤素一、氯气的性质二、氯气的发现及实验室制法三、氯气的工业
制法——电解饱和食盐水四、氟、溴、碘的性质及应用作业2.1 第二节 卤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递变规
律一、卤素单质性质的递变规律二、卤化物性质的递交规律三、卤素及其化合物性质递变与 原子结构
的关系作业2.2 第三节 硫及氧族一、硫的存在和性质二、硫的化合物三、氧族元素的性质及递变规律
作业2.3 第四节 氦及含氮化合物一、氮气的分子结构与性质二、含氮化合物的性质与用途作业2.4 第五
节 氧化还原反应和离子反应一、氧化还原反应二、离子反应作业2.5 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3章 天然
气.石油.煤的化学第一节 天然气?石油?煤的综合利用一、综合利用的意义二、综合利用的实例作业3.1 
第二节 烃类物质的结构一、碳的四面体构型二、烃的分子结构三、同系物与同分异构体作业3.2 第三
节 烃类物质的相互转化一、烃类物质的性质二、烃类物质的相互转化三、几种重要的基本有机反应类
型作业3.3 第四节 简单的有机合成一、有机反应的特点二、有机合成路线的选择与优化三、示例分析
作业3.4 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4章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自然界中化学物质的循环一、氮循环与硫
循环二、氧循环与碳循环第二节 循环中平衡的破坏及其危害一、二氧化碳与温室效应二、水污染作
业4.2 第三节.绿色化学与可持续发展一、保护环境的重要措施二、杜绝污染作业4.3 小结与思考本章习
题第5章 化学计量第一节 国际单位制与化学计量一、国际单位制二、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三、摩
尔在化学计算中的应用作业5.1 第二节 基本化学计算一、有关化学量的计算二、有关化学式的计算三
、关于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四、关于溶液的计算五、关于反应热效应的计算六、有关晶体结构的计算作
业5.2 第三节 化学计量数据的处理一、化学计量数据的采集二、化学计量数据的处理作业5.3 第四节 化
学定量实验设计一、化学定量实验设计的一般要求与策略二、定量实验设计的示例分析作业5.4 小结与
思考本章习题第6章 化学变化中的能量变化第一节 物质变化中的能量变化一、在化学变化过程中总伴
随有物理变化二、能量并不就是热量三、物质溶解过程中的能量变化四、化学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变化
作业6.1 第二节 反应热与热化学方程式一、反应热的类型及测量二、热化学方程式作业6.2 第三节 盖斯
定律一、盖斯定律及其应用二、石墨能变成金刚石吗三、燃烧热、生成热和反应热之间的联系作业6.3 
第四节 化学反应的方向一、自发和非自发化学反应二、自发反应的原动力三、化学反应自发进行的方
向四、优化反应途径应考虑的其他因素——“绿色化学作业6.4 小结与思考本章习题第7章 化学反应的
快慢和程度第一节 化学反应速率一、化学反应速率二、影响反应速率的几个因素作业7.1 第二节 化学
平衡及其移动规律一、化学平衡的概念二、化学平衡的移动作业7.2 第三节 催化作用与催化剂一、催
化作用的重要意义二、催化作用的特点三、其他催化形式作业7.3 第四节 综合应用示例：由天然气合
成氨一、由天然气制得合成氨的原料气二、合成氨适宜条件的选择三、化工生产的一般原理作业7.4 小
结与思考本章习题参考答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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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曾经学过一些关于物质结构的初步知识，诸如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化学键与分子的形成、
形形色色的晶体等，这些知识为我们进一步学习“物质的结构”奠定了基础。　　物质内部的结构是
复杂的，但又是有层次的，研究物质各层次的结构，进面认识它们与物质性质和用途的关系，或反过
来，根据物质的性质推断其内部结构，并进一步通过调整和改变物质的结构，获得人们所期望的新的
性质与用途，这些都是化学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　　本章内容将进一步拓展原子、分子和晶体这三
个层次物质结构的知识，用近代和现代化学的观点去认识原子内部的构造，原子（离子）、分子间的
各种相互作用的性质和键合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探索原子结构的过程经历了古典原子论（
德谟克利特等）、近代原子论（道尔顿）、葡萄干面包模型（汤姆生）、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卢瑟
福）等几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卢瑟福的行星式原子模型提出后不久，有人就发现这个模型虽然能解释a粒子散射的实验事实，但
却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弱点，使其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一，按照经典电磁理论，电子在围绕原
子核外的轨道上作旋转运动时，它将不断以电磁波形式放出能量，而且这种能量的释放应该是连续的
。但后来的实验事实（如对原子光谱的研究）证明，核外电子的能量变化不是连续的，而是分立的，
不连续的（量子化，quant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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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钮的这两本书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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