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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前言

　　我国的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自2004年启动至今，已有16个省份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阶段，按照教
育部规划，2010年前全国所有省份的普通高中都将进行新课程实验。本次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是一场
洋溢着鲜活时代气息的深刻教育变革，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推进以人
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践，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基础教育课程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
教育改革中处于突出位置，是一项复杂细致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建设、不断创新。本次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就在转变课程功能，改革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
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高中新课程从实施以来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如新理念得到学生
、家长和学校的普遍认同，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营造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探索了有效的
工作机制，创造了适用的实施策略，教学活动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实验工作正在有序地向纵深发展。
随着实验的推进，实施过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也不断显露，如教师培训的实效性、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模块化教材的适应性、三维目标的整体性、课程资源的适切性、专业指导与支持的紧迫性、考试评
价制度改革的支持度等，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理性、冷静和辨证的分析和研究，并作
出及时、有效和科学的回应，以使课程改革顺利推进。　　教师是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关键。高中教
师作为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主体，他们对新课程的认知程度、实施能力和实施水平是高中新课
程改革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为进一步加强对高中教师的专业引领和实践指导，帮助高中教师正确地把
握和实践高中新课程，四川师范大学以所承担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普通
高中新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为载体，组织课题组成员深入全国高中新课程实验省(区)，对课程改革
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困惑、出现的误区等作了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对目前普通高
中新课程推进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编写了这套《普通高中新课程理
论与实践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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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化学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在深入研究总结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
，对国内外高中课程教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研究，力图进一步厘清课程改革的理论脉络
，解决在课程改革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希望进一步加强对高中课程改革参与者的专业引领和
实践指导。《高中化学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既是高中教师新课程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
生、研究生进行高中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学习和研究的参考教材。
《高中化学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由教育理念篇、教学策略篇、教学评价与教学资源篇三部分构成，
每一篇又由若干个专题构成。力图通过各个主题的学习使教师深入了解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的意图和
要求，学会探究、设计和评析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的方式和途径，加深对高中化学新课程的认识、理
解和实施的自觉性，促进化学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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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译著）、教材26部，承担和参与国家、省部级以上
科研项目12项，获国家、省部级优秀成果10项。
主要从事资产定价、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领域的研究，包括：利率模型、波动率模型、beta系数、市
场风险、信用风险、可转债等。率先对中国政府利率的变动进行模型分析，比较各种模型在中国市场
上的表现，估计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和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溢酬，并对可转债进行定
价，分析中国可转债发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银行资产负债中隐含期权；在风险度量方面
把ARMA－AGARCH模型和极值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估计了中国股票市场的VaR和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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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新一轮高中化学课程改革的宗旨　　与教育部2000年颁布的《高中化学教学大纲》(以下简称
化学教学大纲)相比较，新高中化学课程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理念集中反映了本轮高中化学
课程改革的新特征和新要求。　　1．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　　高
中化学课程标准要求化学教育应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以立足于学生适应现代生活和未来发展
的需要为目的。这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的重视精英人才的培养转向于重视所有学
生的全面发展，由过去知识中心、课程中心型的课程体系转向社会中心、知识中心相融合的课程体系
，从过去只重“双基”开始转向于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并重发展。　　2
．高中化学课程结构进一步趋向弹性化、多样化，体现课程的选择性　　普通高中化学新课程在原来
实行必修、选修相结合的课程设置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课程的选择性，采取了在学分制下的
分类选修模式，首次以模块的形式设置课程结构，其中必修部分由“化学1”和“化学2”两个模块构
成，选修部分则由6个学习内容主题侧重不同的模块构成，目的是为具有不同学习倾向的学生提供多
样化的选择内容，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来做不同的选择。　　3．贴近学生生活，充分体
现化学课程的生活价值　　重视化学知识与社会实际应用的联系，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学化学课程
的突出特点。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教育理念下，中学化学
课程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化学知识与学生已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社会生活的联系。①在课程内容的选择
和组织上，注重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力求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最基础的知识和最
基本的技能作为课程的主干内容，强调从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中吸取新知识、新方法，增加反映现代
化学发展的知识和新方法。　　在教材学习体系的构建上，尤其是在各模块内容及学习过程的编排上
，加强了化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的联系，特别是突出了化学与社会、化学与技术、化学与生活的联系，
并专门安排了“化学与生活”、“化学与技术”两个模块，目的就是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化学知识对于
人们生活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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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数学功底要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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