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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架构
课程基地建设有路可循

怎样让化学课变得不再晦涩难
懂？怎样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这些问题曾是南川中学校长任
国君脑海中时常萦绕的难题。在成功
申报“基于微课平台的普通高中化学
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后，他和南川中学
的化学教师团队结合学校实际，创造
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开启破题行动。

任国君提出，“建设化学创新基
地，目的就在于创设新型学习环境，改
进课程内容实施方式，增强学生对化
学的实践认知和学习能力，从而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在自主、合
作、探究中提高学习效能，发掘潜能特
长。”

顶层设计是化学创新基地建设的
灵魂，是基地建设顺利开展的关键。

基地创建之初，南川中学高位谋
划，走出的第一步棋，就是成立由任国
君任组长、副校长张竞任副组长的专
项工作小组，并协同专家指导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及学校化学骨干教师，形
成了区委、区教委领导有力，学校工作
机构分层明显，特聘专家针对性指导，
学校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分工到位、
点面结合、全方位覆盖”的工作格局。

为统筹项目各要素与各层次，寻
求化学创新基地建设的有效途径，南
川中学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
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为导向，从建设目标、建设内容、
建设规划、项目管理、成果预期等方面
寻求突破，加强教学环境打造，促进学
习方式转变，丰富微课课程资源，实施

“微课+客户端”创新型教学，助力化
学教师专业发展。同时，南川中学积
极发挥激励作用，给予化学创新基地
建设充分的经费保障、场地保障和制
度保障，加强了保障力度。

建设化学创新基地期间，南川中

学共投入100余万元，新建了化学探
究实验室、化学数字化实验室、化学微
课制作室、创客空间、教师发展中心、
成果展览室等硬件配套设施，搭建了
微课物质呈现多媒体教学、网络阅卷、
录播课堂、校园网站、教学资源库等系
统平台，为化学创新基地建设夯实了
深厚根基。

打造课程
催生内涵发展“春色满园”

在化学学科中心主任雷朝水的带
领下，学校根据基地的建设规划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研究活动。在教学上进
行了模型教学法的深度研究，形成了
适合本校的“预习自学—试错体验—
导学诱思—合作探究—归纳总结—形
成性练习—拓展延伸—巩固练习”的
教学模型。将知识重难点、解题模型
做成微课，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情自

主解决问题。组织基地成员和化学兴
趣活动小组参观了南川区大观玫瑰园、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金佛山科学营
地、南川铝矿厂、武隆鸡尾山铁矿厂遗
址等。通过参观考查了解了动、植物的
生长环境和习性，地貌类型及形成原
因，并采集了动、植物、矿石标本。

2020年 12月 14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探究矿石”实践活动课程，在学
校化学创新基地的探究实验室开展得
有声有色。在基地主研人员的指导
下，优秀学生代表参观了化学创新基
地成果展览室，仔细观察了展览室中
收集的矿石、土壤、种子、植物和动物
标本。利用实验仪器和化学试剂进行
实验，探究铁矿石的组成。“此次探究
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学生的化学学习
兴趣，强化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培
养了学生的创新合作能力，提升了学
生的化学核心素养。”指导教师李龙菊
如是说。这是南川中学依托基于微课
平台的普通高中化学创新基地，打造

特色课程体系，整合利用多方资源，
开创多维教学空间的一个精彩实践。

事实上，南川中学深入挖掘地方
自然、旅游和人文特色、经济和文化
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将继承与开
拓、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并借助基于微课平台的普通高中化
学创新基地进行整合、筛选、转化、输
出，开发出了实践活动课程、化学选
修课程、化学特长与竞赛培训课程、
化学微课等系列课程，丰富了化学课
程体系。

以课程基地建设助推教师成长，
也是基地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南
川中学构建起“合格教师”“知名教
师”“专家教师”阶梯式螺旋上升的三
级培养模式，通过专家引领、同伴互
助、自我反思等途径，创设教师主动
学习和研究的情境，使认知与情感相
结合、实践与体验相结合、学习与研
究相结合、输入与输出相结合，实现
教师在“做中学”“做中研”“做中发
展”。

“基于微课平台的普通高中化学
创新基地的建设，既促进了学生内驱
力的主动生长，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家
乡情怀、中国眼光、国际视野的阳光
少年，又助力化学教师踏上专业发展
的快车道，使得他们的思想视野更开
阔、教学方法更灵活、创新创意更多
元。”南川中学党委书记李先俊总结。

示范辐射
助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为引领教育联盟、加强校际融
合，优化教研模式，发挥南川中学的
辐射和帮扶作用，2019年4月10日，
开展了“三课”联动交流会和南川中
学张竞名师工作室送课到马嘴实验
学校活动。

南川中学周利国老师献课《化学
反应类型》复习课，他以形象生动的

语言，有趣多变的实验，深入浅出地对
学生进行启发，使他们在独立思考、自
主探究实践的过程中增进对化学知识
点的理解与体会。随后，副校长张竞
为马嘴实验学校的师生解读——《新
高考新改革》。他提出，开展教研活动
的形式不仅要多样化而且要落实做
细，采用“主题式教研”等形式，要让所
有参与活动的教师有所准备、有所收
获、有所启发。

借助“基于微课平台的普通高中
化学创新基地”建设的契机，南川中学
多次发挥其辐射引领作用，让基地建
设的成果、经验走向校外、走向市内乃
至推广至全国，树立示范推广的标杆。

南川中学通过“公司+学校”、校
际共建等方式建设化学创新基地，有
效带动更多学校的师生共同发展。比
如，学校与浙江新盛蓝科技有限公司
联姻，用该公司旗下的“e板会”，共同
开发化学微课制作，进一步丰富了微
课课程资源，不仅能满足本校学生发
展需求，也能提供给其他学校借鉴，助
推了教育的均衡发展。

在引领带动更多教师成长上，南
川中学依托化学课程基地和学校名师
工作室，积极参与了渝东六校联盟、渝
西南六校联盟的建设，组建了以南川
区七校联合化学教师专业发展共同
体，搭建起交流学习研究平台，通过开
展教师微课堂教学示范、专业发展论
坛等活动，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加强交
流培训、资源共享等举措，激发教师的
学习热情，引领他们学习微课制作方
法，并熟练地运用到自己的课堂上，以
提升教师队伍的教育教学能力。

如今，南川中学“基于微课平台的
普通高中化学创新基地”建设工作不
仅成果丰硕，还在不断凸显引领辐射
作用，正朝着“引领南川，辐射渝东南，
重庆领先的高中化学微课程创新基
地”的建设目标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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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指导学生做实验

培育学科核心素养促进师生共生共长

化学核心素养如何在
学生成长、学科教学中落
地？怎样优化化学学科课
程育人功能？怎样提升化
学学科教学质量？对于这
些问题，重庆市南川中学
校用5年的探索与实践，
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5年间，学校创建富有区
域特色、教育意义重大的
“基于微课平台的普通高
中化学创新基地”；构建指
向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生长
和富有学科内涵的课堂教
学模式；打造彰显时代特
征、适合学生发展需求的
化学课程体系……多措并
举，多维发力，在促进学习
方式转变，推动育人模式
转型的同时，更培养了学
生的化学学科关键能力和
必备品格，引领化学教师
实现专业成长，助力学校
特色化、多元化、优质化发
展。

走进南川中学，领略
到的便是“基于微课平台
的普通高中化学创新基
地”建设所带来的多样风
景。

南川中学校建设“基于微课平台的普通高中化学创新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