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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教学设计】

基于三重表征的化学教学实践与思考

黄瑞萍

（福建省永安市第六中学， 福建永安　 ３６６０００）

【摘　 要】 “宏观—微观—符号” 三重表征是化学学科独有的、 最显著的思维方式。 研究者以 “水

的组成” 教学为例， 让学生经历宏观观察、 微观辨析与符号表征的过程， 培养学生 “宏观—微观—符

号” 的思维方式和表征方法， 落实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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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夫曼教授所说，
化学即表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 化学就是一门表

征的学科。 自从 １９８２ 年约翰斯顿教授首先提出化

学学习的三重表征以来， 三重表征的研究得到了

国内外化学教育专家的重视。 在教学实践中， 笔

者发现三重表征是化学学科独有的、 最显著的思

维， 是学好化学必备的核心能力之一。 本文以人

教版化学九年级上册的 “水的组成” 为例， 对三

重表征的教学实践进行探究。

一、 “宏观—微观—符号” 的内涵与意义

化学是一门研究物质组成、 结构、 性质以及

变化规律的学科， 化学学科的内容特点决定了宏

观、 微观、 符号是对化学学科的教学起到统领和

高度概括的思想， 从这三方面来研究化学不仅能

帮助学生厘清宏观、 微观、 符号之间的关系， 还

能帮助学生形成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 培养化学

学科的核心素养。
表征是指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 宏观表

征是指物质在物理和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的， 可

以直接观察到的宏观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 是一

种丰富的感性认识。 如铁丝在氧气中燃烧， 可以

观察到铁丝剧烈燃烧， 火星四射， 有黑色固体生

成， 同时通过触摸集气瓶还可感知铁丝燃烧放出

热量。 微观表征主要是指有关物质的微观组成和

结构， 微观粒子的性质及相互关系等微观属性在

学生头脑中的反映。 微观表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往往需要通过建模、 动画模拟等形式来帮助学生

形成微观表征。 如金刚石和石墨物理性质的差异，
教师可以通过展示金刚石的正八面体立体网状模

型让学生感知金刚石的稳固性， 同时让学生去推

拉石墨结构的层状模型， 从而感知石墨的质软和

滑腻的成因。 符号表征主要是指物质组成的符号

和图形符号在学生头脑中的反映。 如 “Ｏ２” 表示

氧气， 其由氧元素组成， 还可以表示一个氧分子，
其中一个氧分子由两个氧原子构成。 可见， 符号

表征是联结宏观表征与微观表征的纽带。 这三种

表征形式之间不是孤立的， 而是有机联系的， 它

们共同构成学生对化学知识完整的表征系统。

二、 基于 “宏观—微观—符号” 三重表征

思维的构建模式

“宏观—微观—符号” 三重表征的思维方式

是解读化学的重要思维方法， 该思维方式指出了

化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 同时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