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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延边地区化学新课程实施的状况，对延边地区的４８所初中和１７所高中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化学新课程实施在延边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的化学素养水平较高；新课程理念与课程评价间的

矛盾、教学方法与策略的使用不当、朝鲜族学校双语教学薄弱是目前新课程实施中主要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了以新课程理念为先导、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为基础、规范朝鲜族学校化学双语教学、以教学方法

改革与实践为突破口等深化课程改革与实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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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边地区自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０７年分别实施初、

高中化学新课程以来，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

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依据化学

课程实施要求［１２］，从课程实施态度、教学、教材的

使用、课程评价、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等５个维

度开展了延边地区初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现状问

卷调查和课堂观察及访谈．在调查和分析延边地区

化学新课程实施后初高中学生化学素养水平、化学

三重表征形成及转换能力以及成因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化学课程改革的要求和延边地区存在的问题

与实际，提出了延边地区化学课程改革的对策，旨

在为提高延边地区化学课程改革的有效性以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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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现化学课程改革的目标提供参考．

１　延边地区化学新课程实施现状的调查

１．１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方法有问卷调查法、课堂

观察法及访谈法．

１．２　调查设计

１）课程实施．根据课程实施５个维度的要求

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包括课程实施的态度、教

学、教材的使用、课程评价、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

发，调查对象包括教师和学生．

２）化学素养水平．化学素养水平调查采用国

际流行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６科学素养中化学试题的模

式［３］．试题内容以《化学课程标准》（全日制义务教

育）和《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为依据，涵盖了学

生的能力和科学态度的维度，并采取了纸笔测试

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两段式测评方法．

３）化学三重表征形成及转换能力．根据化学

三重表征形成及转换能力评价要素的需求，采用

观察法对教师行为（包括语言、活动、态度）、学生

行为（包括倾听、阅读、记录、动手、小组讨论）和教

学资料（包括多媒体、教材、习题）３个维度的１１

个观察点进行观察，并填写观察记录表．

１．３　数据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和手工分类等方法对通

过问卷和观察、访谈等得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

１．４　调查对象

１）随机抽取延边地区４８所初中和１６所高

中进行课程实施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教师问卷共

发放１０４份，学生问卷共发放３２６０份，其中初中

２７００份，高中５６０份．

２）对延边地区１７所初中（９所汉校、８所朝

校新生）和６所高中（３所汉校、３所朝校）进行了

化学素养水平测试．发放初中问卷８９４份（教师问

卷１０１份、学生问卷７９３份）和高中问卷３３８份

（教师问卷５２份、学生问卷２８６份）．

３）化学三重表征形成及转换能力的调查访

谈和观察对象为延边地区朝鲜族初、高中各４个

班级．

２　调查结论与成因分析

２．１　课程实施

１）实施态度．延边地区学校领导和教师对化

学新课程实施的态度可分为３种：忠实执行、盲目

执行、观望态度，其中大部分属于前两种类型，即

持被动态度的人数占多数．

新课程实施的历程与成果使得延边地区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人员以及师生对新课程

的认可度逐渐提高，这是主流、是趋势．不过应试

教育的影响以及课程评价方面存在的弊端，致使

部分化学教师对化学新课程存有疑虑．

２）教学．延边地区化学教师的专业情操和专

业能力较高，新课程倡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主

体地位得到了初步的体现，学生对化学的学习热

情也有所增加，取得了高考等各级课程评价的较

好成绩，涌现出一批具有优秀教师和在化学学科

方面有潜质的学生．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①初中生“辨别科学问

题”和“运用科学证据”能力较差，与化学课程倡导

的“全面提高学生化学素养”目标的要求存在一定

的差距，这说明学生“过程与方法”的素养亟待提

高．②很多教师对于课程标准的使用存在形式主

义，缺少对课程标准的研究与挖掘，甚至部分教师

仍然把原教学大纲作为教学的参照或依据经验选

择教学内容与方法，使得课堂教学内容超过课程

内容的现象时有发生．③教师专业素养亟待提高．

一是教师缺乏教学目标、课程目标与考试目标的

整合意识与能力，尤其在过程与方法这一教学目

标的维度上与课程目标的差距较大；二是多数受

访教师虽然认可新课程的教学方法，但担心新教

学方法会影响教学进度与效果；三是很多老师缺

乏新课程倡导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知识与能力，甚

至部分教师仍停留在经验水平上．④朝鲜语化学

术语来源的多元性以及朝汉双语教学的策略与方

法的不当对朝鲜族学生化学知识的三重表征及转

换带来不利影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⑤朝鲜族

初中虽然已经实施了小班化教学，但老师缺少小

班化教学理论与实践以及管理和评价体系，满足

不了小班化教学的要求．

目前在延边地区传统教学方法依然是课堂教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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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角的原因包括：传统的“双基”教育理念依然

占据着一部分教师的头脑，素质教育中的过程与

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常常被忽视；部

分教师缺乏实施新课程倡导的教学方法的能力与

素养；而目前中、高考的制度与内容对教学方法改

革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朝鲜族学校的教学中除了以上存在的共性

问题外还存在着：缺乏针对朝鲜族小班化教学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缺少针对出现小班化现实的预

案和对策，如培训工作不及时；缺少针对双语化学

教学的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致使教师朝汉

双语教学素养欠缺等特殊问题．

３）教材的使用．很多教师缺乏开发教材的意

识与能力，依赖教材心理较为严重．在教学中，一

些教师缺乏对新教材的研究与信任，存在超课程

标准中规定内容的现象，尤其在高中．另外，除教

科书外，教辅资料多为汉语，缺少对朝鲜族学生的

学习支持．

传统的“一纲一本”的教学经验依然影响新课

程的教学．调查表明：大部分教师依然把自己定位

为课程执行者，研究型、开发型教师很少．同时，图

书发行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教材的引进也存在

欠缺．在延边地区各个初中学校很少见到除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教材．新教材培训缺乏实

效性和广泛性也是导致部分教师缺乏对新教材研

究意识和行动的原因之一．

４）课程评价．对于初中来说，虽然延边州教

育局针对延边地区的高中招生制度作出调整，但

距离新课程所提倡的评价理念仍有很大距离，考

卷内容偏重知识与技能的现状仍未有本质的改

变．对于高中来讲，传统的高考评价方式和考试内

容依然为当前课程评价的基本内容与方式．

传统课程理念以及课程评价的理念与模式、

国内初高中化学课程评价改革现状的影响制约着

延边地区课程评价的改革．评价的内容与方式偏

重知识与技能是传统课程理念和机制的必然反映

与结果．

５）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①化学课程资源

匮乏．在调查的学校中，多数学校没有具体的课程

资源开发规划，教师缺乏对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

知识与实践能力．②教师培训缺乏针对性．新课程

实施以来，延边地区虽然组织了多次各种形式的

课程培训，在教育理念等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但在教师的专业素养、尤其针对教师专业知识、专

业能力方面的培训仍然不足．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县市和城乡

学校的实验室建设等教学资源水平与开发差异较

大．学校现有资源的利用也没有合理的规划和使

用，社区等社会课程资源开发意识单薄，能力急需

提高．

缺少朝鲜语化学教材研发的研究队伍和研究

规划，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基础教育双语教学的实

际需求，投入不够也制约了朝鲜族学校化学课程

资源的开发．

２．２　化学素养水平

１）初中生．延边地区初中生化学素养和各维

度素养水平统计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表１表

明，延边地区初中生的化学素养总体得分率为

８３％，处于良好水平．其中能力维度上的得分率为

７２％，近乎中等水平；态度维度上的得分率为

８７％，属于优秀水平．表２显示：延边地区初中生

在“辨别科学问题”和“运用科学证据”能力维度、

过程与方法素养（学生观察、动手操作、记录分析

实验现象、实验方案设计、评价过程与方法等素

养）方面属于良好水平．

表１　延边地区朝汉初中生化学素养得分

能力维度（总分２３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态度维度（总分５６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总分（总分７９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朝校 １６．０６ ７０ ４８．００ ８６ ６４．０６ ８２

汉校 １７．１３ ７３ ４９．００ ８８ ６６．１３ ８７

均值 １６．５９ ７２ ４８．５０ ８７ ６５．０９ ８３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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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延边地区朝汉初中生能力维度得分（总分２３分）

辨别科学问题（５分）

平均分 得分率／％

运用科学证据（７分）

平均分 得分率／％

科学解释现象（１１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朝校 ３．０１ ６０ ４．９２ ７０ ８．５０ ７７

汉校 ３．０５ ６１ ５．２９ ７６ ８．４３ ７７

均值 ３．０３ ６１ ５．２１ ７４ ８．４１ ７７

　　２）高中生．延边地区高中生化学素养和各维

度素养水平统计结果如表３和表４所示．表３表

明，延边地区高中生的化学素养得分率均值为

８５％，处于优秀水平．其中能力维度上的得分率均

值为８１．４％，处于良好水平；态度维度上的得分

率均值为８５．５％，属于优秀水平．表４显示：延边

地区高中生在“辨别科学问题”和“运用科学证据”

能力维度上的得分率均值分别为７７．６％和８２．３％，

均属于良好水平．

表３　延边地区朝汉高中生化学素养得分

能力维度（总分２３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态度维度（总分５６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总分（７９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朝校 １８．４２ ８０．１ ４７．０４ ８４．０ ６５．４８ ８２．９

汉校 １９．０２ ８３．０ ４８．２１ ８６．１ ６７．２３ ８５．１

均值 １８．７２ ８１．４ ４７．８８ ８５．５ ６６．７６ ８４．５

表４　延边地区朝汉高中生能力维度得分（总分２３分）

辨别科学问题（５分）

平均分 得分率／％

运用科学证据（７分）

平均分 得分率／％

科学解释现象（１１分）

平均分 得分率／％

朝校 ３．７５ ７５．０ ５．５９ ７９．８ ９．０８ ８０．１

汉校 ４．０１ ８０．２ ５．９３ ８４．７ ９．１２ ８３．０

均值 ３．８８ ７７．６ ５．７６ ８２．３ ９．１０ ８１．５

２．３　化学三重表征形成及转换能力

表５是单维度转换中朝、汉学校学生三重表

征转换正确率的统计结果．由表５可见，学生的整

体正确率不是很高．相比较而言，宏观 微观的转

换情况要优于宏观 符号和微观 符号的转换，这

与文献［４］的结论相一致．在单维度转换中，Ａ组

的总体正确率普遍高于Ｂ组，而且两组间的差异

在宏观与微观的转换上较为显著．

　　表５　单维度转换中朝汉学校学生三重表征转换

正确率比较

维度 编码
正确率／％

汉族（Ａ组） 朝鲜族（Ｂ组）

Ａ１
１００ ７１．４ ６３．３

２００ ７０．３ ６２．１

Ａ２
０１０ ６０．７ ５７．３

０２０ ５７．１ ５０．７

Ａ３
００１ ５３．９ ４２．２

００２ ４７．９ ４３．１

３　对策与建议

１）树立科学实施新课程的观念．首先，教育

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要切实转变自身的教育观

念，这是推行新课程实施工作的重要基础；其次，

要努力提高教师的教育观念，加强教师的培训和

实践；三是加强新课程实施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

会参与新课程改革的意识和积极性．

２）健全新课程实施的制度．教育主管部门要

建立和健全教师新课程培训等职后培训制度和新

课程背景下化学教师专业素养的评价机制和体

系，以此促进教师观念的转变与自身专业素养的

提高．如鼓励教师进修、参加培训以及攻读专业硕

士学位，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对于职后培

训的教师给予评职和工资待遇方面的倾斜等．

３）深化教学改革．

①针对学生“过程与方法”素养偏低和偏重知

识与技能教学的现状，教师要树立全面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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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素养的课程理念，积极探索各种对有利于学

生科学素养全面养成的教学方法，如“科学探究”

和“实验教学”等教学方法，敢于创新和实践，努力

实现化学新课程所规定的教学目标．

②教师要深刻理解ＳＴＳ教育的实质，挖掘情

境教学法中ＳＴＳ问题与三维目标的关系（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实现

ＳＴＳ教育的目的．

③加强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先，要

重视朝汉化学双语教育的基础研究，从化学术语

双语教育入手为朝汉化学双语教学研究提供理论

与实践支持，特别是要根据朝鲜语化学术语的来

源制定不同类型化学术语以及不同阶段教学中双

语教学的策略与方法．其次，要加强双语教材的研

发建设．教材的建设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为朝鲜族教师和学生提供良好的双语教材、教学

软件、参考书籍，为提高朝、汉双语教学的质量创

造良好的物质条件［５］．

④加强朝鲜族小班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针对朝鲜族小班化教学存在的问题，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教师要加强小班化教学研究与实践，

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教师的小班化教学素养，并建

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标准，以此引导教师充分利

用小班化、小班额的优势，实施新课程倡导的“科

学探究”、“自主学习”、“实验教学”等教学方法．

⑤建构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首先，对学生评

价要考、评结合，重视发展性评价．其次，要充分利

用中考区域性的特点，并借鉴高校自主招生的模

式、内容和方法，积极探索和尝试高中自主招生制

度的改革，考试的形式和内容要贴近现实生活．三

是在国内高考的大背景下，高中要实施新课程倡

导对学生的评价理念及要求，发挥评价对学生的

促进作用，以适应目前已被重视、今后必将重视的

课程评价要求．

⑥扎实做好教师的职后教育工作．针对延边

地区课程培训存在的校长和教师的课程培训处于

被动地位，缺少对课程培训方式和内容的话语权，

影响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师培训的落

实情况存在地区差异，教师培训机会不均等；培训

形式“贪大求远”、实效性差；培训内容一刀切，缺

少地区特色和校本培训等问题，首先要加大经费

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是乡镇初中的实验室等

教学资源的建设，使课程改革的条件性资源得到

充分保证．其次要建立符合延边地区教育实际的

课程培训体系，增强教师培训的实效性，特别是朝

汉双语教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⑦深入开展新课程实施的研究．要健全课程

实施监督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从教学方法、教

学评价、教材使用、教学评价和教学资源开发等方

面加强新课程实施的管理．教育部门在新课程的

实施过程中，要对实施的效果进行及时的总结和

评价，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提出建议，

使问题及时得以修正，保证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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