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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介部分

新课标视域下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开发与实践研究

2020 年 9 月 25 日，我们课题组申报的《新课标视域下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

计开发与实践研究》课题，由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

经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同意立项为福建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课题，经过将近两年的研究，实现了研究的预期目标，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摘要：本课题着重研究了以下内容：本课题重点聚焦以下内容：①探索单元

作业设计策略、路径与模式。②建构基于新课标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研究体系理

论框架，统领作业设计研究方向。③编写新课标视域下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案

例。

通过近两年的研究，我们对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参加命题和作业设计比赛、课题研讨课，形成单元作业设计范式，开设讲座、

撰写论文等形式提高中学化学教师单元作业设计能力。

三、主体部分

1．研究问题

（1）研究目的

①建构基于《新课标》视域下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研究体系理论框架；②

探索作业设计策略、路径与模式；③开发适合本地区需求的新课标视域下单元作

业设计。

（2）研究意义

①理论意义

建构新课标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研究体系理论框架模型；从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这一视角，拓展、丰富新课标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研究



领域和研究内容。

②实践意义

开发能够适应本地区学生的单元作业设计。开发主题进阶作业系列和个性化

主题作业系列。本课题研究将为新课标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策略提供参考建议与

启示。

（3）研究假设

①通过整体设计、多维关联、兼顾梯度的单元作业设计，可以提升作业设计

质量；②作业可以通过设计范式研究框架来规范和保证质量；③解题思维模型建

构可以破解学生思维障碍。

(4)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本课题有以下三个核心概念：作业、单元、单元作业设计

作业是一个微观的教学生态系统，主要包含作业设计、作业实施与作业评价三个

阶段。

单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单元概念进行阐述，各有侧重点，也均有一定的合

理性。本课题采用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陆伯鸿主任对单元的界定。作业设计中的“单

元”，一般是指“同一主题下相对独立且自成系统的内容整体”。或者说：“单

元是一组相互关联、先后有序的教学内容组合，有相对的独立性。”

单元作业设计是把单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设计，以增强不同课时作业内容之

间的衔接性、递进性。单元作业设计与单元教学目标、课堂教学活动、学习评价

等相呼应。

2．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以“单元作业设计”检索知网文献，检索到 30 篇文献。其中 2019 年发表

19 篇，2017 年至今共发表 23 篇。说明“单元作业设计”是近 3年才兴起的研究

项目，目前论文成果并不多。存在深度研究的必要。从地域角度分析，发文最多

的是上海，其次是浙江。

2020 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周坤亮博士在《江苏教育研究》期刊发表文章《单

元作业设计：为何与何为？》。2018 年 9 月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王月芬博士在“上

海教改 30 年成果报告会”中阐述《提升中小学作业设计的质量研究》实践成果：

①确立了课程视域下的作业观；②研发了有助于增进作业设计质量的可视化技术

路径等。

2019 年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在《人民教育》发表文章《学习

设计与作业设计：融汇“教”“学”全过程》。浙江省较早关注作业设计问题，

近年来，又将作业改革作为深化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召开第一届作业改革研讨会。201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

省教育厅出台了《关于改进与加强中小学作业管理的指导意见》。2016 年 5 月

浙江省第二届作业改革研讨会汇报作业改革新进展：①作业认识的深入与作业功

能的实现；②尊重学科特点的校本作业设计；③提升教师作业设计与指导能力的

校本研修推广等。

2014 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化学教学》杂志社前瞻性呼吁“作业设计与应

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为社会所诟病，作业改革减负增效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到了亟

待解决和“攻坚”的时候”。杂志社于 2014、2015 连续两年对“作业设计与应

用”进行特别关注，特设“作业研究”专栏。

以主题“作业设计”检索知网文献，检索到 16229 篇文献。按主题分组浏览，

分布如下：“作业设计”4050 篇，“有效性”262 篇，“作业评价”201 篇，“个

性化作业”143 篇，“设计策略”127 篇，“核心素养”155 篇，“实践性作业”

124 篇，“作业管理”133 篇，“化学作业”仅有 134 篇。

（2）国外研究现状

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凯洛夫的《教育学》，乃至杜威的《明

日之学校》中都有对作业的论述。以杜威为主的活动作业观认为：作业要具有情

境性、经验性和生活化等特点。斯蒂文森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国进行作业时间

与学习成绩之间关联研究。吉尔等人研究发现：作业时间最佳控制点是学生取得

最好学习成绩的关键。

美国 McGraw-Hill 教育集团旗下分公司 Macmillan/McGraw-Hill 出版的

《SCIENCE·A CLOSER LOOK》教科书中，强调作业系统与章节学习的内容紧密相

连，层层递进，循序渐进等。SACL 教科书指出“如果不加强教科书中作业的系

统性，是难以实现课程标准制定的课程目标的”。

3．研究程序

（1）研究设计

研究目标：①建构基于《新课标》视域下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研究体系理论框架；

②探索作业设计策略、路径与模式（见图 1）；③开发适合本地区需求的新课标视域下单

元作业设计；④开发作业设计实践评估、反思修正技术路径。

主要研究内容：①探索单元作业设计策略、路径与模式。②建构基于新课标

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研究体系理论框架，统领作业设计研究方向。③编写新课标

视域下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案例。④作业设计实践路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效果评估、反思修正等。

研究重点：开发新课标视域下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①主题进阶作业系列；

②个性化主题作业系列。



（2）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中学化学单元作业设计和发展教师单元作业设计能力。

（3）研究的方法

①文献分析法。用于研究全过程，为本课题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准备和智力支持。②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应用于学生核心素养提升障碍及

成因分析。③文本分析法。应用于作业设计素材分析、选取、变式等。④实证研

究法。主要应用于根据测试诊断反馈报告，对作业设计进行评估修正等。⑤案例

分析法。主要用于具体作业设计应用案例分析。⑥行动研究法。通过开发新课标

视域下单元作业设计案例，并进行实践、评估、反思、修正等

（4）技术路线

①研究思路：从国务院、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有关作业设计的重要文件出发，

基于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形成选题。特别是教育部出台《新课标》的学习研究，

形成本课题研究的策略设计框架（见图 1）。将研究聚焦于开发主题进阶作业系

列和个性化主题作业系列。

②研究的过程

阶段划分及时间安排 主要工作内容

前期准备阶段

（2020.07-2020.10）

全面查找国内外有关作业设计、大单元作业设计和

化学学科作业设计的研究文献，并进行梳理分析，注重

文献的全面性、准确性、权威性和相关性。

开题阶段

（2020 年 11 月）

本课题立项后，课题主持人召集课题组成员和有关

专家对课题研究设计和方案进行细化，并进行任务的分

工，使研究更加具体、可操作、可完成。

全面展开阶段

（2020.11-2021.08）

认真按照课题研究实施方案，由课题负责人整体推

进。①模型系列作业开发由负责人主持的一个区级在研

课题团队负责；②作业设计线上测试实践由课题组成员

赖泉发主持的区级在研课题团队负责；③本课题两位核

心成员依托“磨题工作坊”和“名师工作室”独立开发

单元作业设计，并及时汇报课题进展情况。对研究过程

中形成的阶段成果进行梳理，在研究过程中，定期召开

课题组成员课题进展汇报和研讨会，适时进行阶段总结

与反思，及时调整研究方案，不断拓展研究的思路和深

度。每次活动都要有活动记录和反思。。

成果产出阶段

（2021.09-2022.03）

将前一阶段形成的阶段成果整理发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

研究报告撰写。对作业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查补，

确保完成预期研究目标。



总结收尾阶段

（2022.04-2022.06）

总结研究成功经验，查找不足之处，撰写课题鉴定结项审

批书和最终成果简介，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推广等工作

总结阶段

（2021.08-2022.08）

认真对照课题申请书，整理与课题有关的材料，撰

写课题研究报告、论文和结题报告，并根据项目完成情

况在本单位进行项目成果的交流和研讨。

4．研究发现或结论

（一）作业设计，首先遵循学科规律

立德树人、五育并举、人才素养全面发展。作业方向线：教育部政策-新课

标要求-学业质量-高考评价体系。教师依据各学科课程标准，遵循学科规律，

精编作业内容。

（二）好作业设计是体现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

长期以来，教师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作业的布置和批改，在作业数量、作业难

度、校内测试次数和写作业时长等方面，存在较大障碍的学生比例较高，基于课

程标准，结合教材和学情通盘考虑设计作业，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增强作业实施

效果，才能真正实现学生学业“减负增效”。

（三）教师大单元作业设计策略

1.单元统整，建构作业设计框架。

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基于单元学习目标，整合课程资源，根据学生学情，结

合学生生活经验设计作业，将学科知识、必备能力结合学习策略，提炼出单元整

合作业设计的基本思路。

2.细化单元作业目标，精选精编单元作业。

基于课标、教材、学情设置单元作业目标，依据单元作业目标，落实课时作业目

标。设计不同梯度、不同功能的层级作业，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

3.满足个性化需求，丰富作业形式。

加强书面作业的题型设计，同时兼顾实践类、探究类、操作类、跨学科融合等多

样化作业，通过对问题的探究，活动实践，促进学生成长。

4.作业设计梯度化，促学生思维发展。

设计多梯级作业，即基础巩固练习、重难点滚动练习、能力发展选择练习，让学

生能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巩固所学，融入新知。

5.尊重学生差异，调整作业结构。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根据作业类型、难度、数量在作业内容中的占比，探索出“基

础+拓展+综合”作业题型：题型分配比例是 5：3：2，满足每个学生的成长需求。

（六）教师做好大单元作业功能与属性分析

作业功能：具有诊断功能、反馈功能和引领功能，有助于学生巩固知识，提



升素养。作业类型：按属性分：有预习性作业、课堂、课后、复习性、拓展性、

实践性作业等。按形式分：有书面（笔答）作业、阅读作业、背诵作业，以及调

查、活动等。按题型分：有客观题（判断、单项或多项、填空、确定对应项等）、

主观题（问答题、材料题、解析题、应用题等）。

（七）实践、反馈、评价、反思是不断优化作业设计质量的重要保证。

5．分析和讨论

课题组通过线上线下开设 9 次作业设计讲座，7次公开课，对单元作业设计

进行示范交流讨论，提炼出作业设计实践主要问题。

6．建议

尽管各校学情差异，校本作业质量有异，课堂融合形式不一。

四、主要成果

（一）单元作业设计的理论

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启示。

2. 认知迁移理论及启示。

3. 同化学习理论及启示。

4. 多元智能理论及启示。

5. 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启示。

6. 杜威“做中学”理论及启示。

7. 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及启示。

（二）大单元作业设计原则

1．立德树人

2．整体性原则（知识能力结构化、体系化原则）

3．递进性原则（学生个体差异化原则）

4．活动性原则（核心素养培育路径）

5．融合性原则（跨学科）

6．多样性原则（学生素养全面发展原则）

（三）课时作业设计原则

1．科学性与针对性原则：（方向性和过程性原则）

2．目标与作业一致性原则：（目标原则）

3．层次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原则：（内容原则）

4．书面作业与实践作业相结合原则：（作业巩固迁移和创新原则）

5．适度性与多样性原则：(作业量原则)

6．衔接性与递进性原则：（整体关联原则）



（六）大单元作业设计步骤：（图 1）

1.单元主题

课题组确定大单元主题的四种思路，绘制单元主题确定路径图

2.单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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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单元分课时目标。

3.单元内容框架

①原理类设计概念图，元素类设计价类二维图。

②单元分课时内容框架

试题内容多维细目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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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单元作业信息表（课程理念）

单元

名称

单

元

信

息

教材版本 年级 学期 单元名称

单元组织

方式

自然单元 重组单元

单元主题

课时作

业信息

序号 教学内容 课时 课型

1

2、3.....

单元教

材与学

情分析

课标要求

三单助学

1、课前预习作业单

2、课中助学作业单

3、课后延学作业单

作业类型

基础巩固型作业

拓展迁移性作业

综合创新型作业

单元质

量 检

测作业

单元质量检测作业

学生学习全过程设计作业属性总表（表 6）

实践成果分析

1.撰写作业设计和学生思维障碍等方面的论文，课题组已经发表 11 篇论文，

8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其中一篇课题负责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在核

心期刊《化学教育》上，增进课题研究成果的推广交流价值。

序

号
作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发表

刊物

刊物

级别

出版时间

/刊物期

号

1
黄翠玉,张贤

金,陈荣聪
论文

基于模型建构解决酸碱滴定曲线解题

思维障碍

《化学教育》

(中英文)
核心

2021 年

第 42 卷

第 13 期

2

陈雪霞,陈荣

聪,张贤金,

黄翠玉

论文
基于化学学科理解审视高中化学作业

设计
《化学教学》 核心

2022 年 7

月排校样

3
刘双俊

第 2作者
论文

基于真实情境的化学教学实践—以

“复习糖类、 油脂和蛋白质的性质”

为例

《化学教育》

(中英文)
核心

2022 年

第 43 卷

第 3 期

4

陈荣聪, 陈

雪霞, 叶燕

珠

论文
“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制”教

材编写比较及教学建议

《福建基础教

育研究》
CN

2022 年

5 月



5
张贤金

第 3作者
论文

核心素养导向下科学探究题特点分析

与教学启示——以2021年某地高三质

检卷为例

《化学教学》 核心
2022 年

4 月

6
张贤金

第 3作者
论文 合成氨演示实验一体化设计 《化学教学》 核心

2020 年

10 月

7
张贤金

第 3作者
论文

组合法在化学仪器创新中的运用——

以工业制备盐酸演示装置的设计为例

《化学教育》

(中英文)
核心

2020 年

11 月

8
张贤金

第 2作者
论文

基于学科整体理解视角的初中化学复

习课教学——以“标签中的化学:84

消毒液你真的认识吗”为例

《化学教学》 核心
2020 年

11 月

9
张贤金

第 4作者
论文 例谈中学化学教材实验的微量化设计 《化学教学》 核心

2020 年

12 月

10
张贤金

第 3作者
论文

基于结构化认识和解决物质转化问题

的思维模型建构--以“氢氧化钠变质

的实验探究”为例

《化学教育》

(中英文)
核心

2022 年

8 月

11 柯丽明 论文
化学平衡原理在高三元素化合物复习

中的应用

《高中数理化》

CN11-3866/G4
CN

2020 年

10 月

12 杜生枝 论文
核心素养导向下高中化学单元作业的

设计

《中学理科园

地》
CN

2021 年

5 月

2．课题组成员其它结题或在研课题，课题关键词：“作业设计”、“命题”、

“校本课程”等，有力助推本课题的发展。

序

号

课题信息 评定

结果

1 证书号: [2022 -22]
课题类别:2020年洛江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

课题名称:《信息技术破解化学解题思维障碍策略研究》

课题编号: LJ2020ZX22
课题负责人：黄翠玉

课题核心成员：赖森水

评审单位：洛江区教育局

优秀

2 证书号:[2022-20]
课题类别: 2020年洛江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

课题名称:深度融合下信息技术在农村中学理化教学多维应用的实

践探究

课题编号: LJ2020ZX20
课题负责人：黄泉发

课题核心成员：黄翠玉

评审单位：洛江区教育局

合格

3 课题类别:南安市教育科学规划(2019年)立项专项课题

课题名称:《素养立意下高中化学命题的探索》

编号: NGZX2019-018
课题核心成员：柯丽明（第 2）陈荣聪（第 5）
评审单位：南安市教育局

合格

4 证书号: [2020-30]
课题类别:洛江区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第二批)立项课题

合格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CurRec=44&recid=&FileName=FXJJ202021012&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CJFR2020;&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CurRec=44&recid=&FileName=FXJJ202021012&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CJFR2020;&URLID=


课题名称:高中化学有效作业设计策略的研究

课题编号: LJ135230
课题负责人:申艳

课题成员:林建华

评审单位：洛江区教育局

5 立项：QG1451-120
课题类别:泉州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第一批）立项课题

课题名称: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

课题负责人:陈能相

立项单位：泉州市教育局

中期

6 证书编号:2021-175
课题类别: 2019年度泉州市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立项课题

课题名称: 依托农村资源进行高中化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

立项批准号: QJYKT2019-175
申报单位: 晋江市南侨中学

课题成员: 施纯秦（第 5）
立项单位：泉州市教科所

合格

3.课题组成员在市、区级培训活动中，开设 14 次讲座，实际场域扩大单元作业设计课

题研究成果的推广范围。

序
号

作者

成

果
形
式

成果名称 讲座时间 主办单位

证明

材料

1
黄翠

玉

讲

座

增进化学学科理解的课题

研究实践

2021年 4月
29

洛江区教科研成

果展示与推广会

（洛江教师进修

学校主办）

证书

1

2
黄翠

玉

讲

座

基于高考命题视角的单元

作业设计 案例分享

2021年 10月
22

2022届高中毕业

班新高考复习教

学教 师研 修班

（泉州教科所主

办）

证书

2

3
黄翠

玉

讲

座

单元体系的建构与作业设

计案例示范

2021年 12月
22

洛江区教师进修

学校

证书

3

4
黄翠

玉

讲

座
班本作业设计案例分享

2022年 6月
16

泉州市奕聪中学 现场

照

5
黄翠

玉

讲

座

从新课标教材走向单元作

业设计----以离子在水溶液

中的行为为例

2022年 8月
22

高二化学教学教

师研修班（泉州

教科所主办）

6
陈荣

聪

讲

座

基于真实情境的命题与教

学建议暨化学 1、2的教学

问题剖析

2021年 7 月

20

泉州市高一化学

教师集中研训活

动，泉州市教科

所主办

证书

4

7
陈荣

聪

讲

座

增进化学学科理解的高考

命题与 作业设计

2021年 12月
23

2021年高考质量

分析报告研修暨

现场

照



学科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主题培训

班

（泉州教科所主

办}

8
陈荣

聪

讲

座

作业的优化设计是提升学

校教育质量的关键领域

2022年 2 月

24
南安市侨光中学 现场

照

9
刘双

俊

讲

座

聚集课改前沿，扎根课堂实

践，携手成长-谈课题研究

的有效实施

2020年 12
月 17

洛江进修学校暨

奕聪中学省课题

报告会

现场

照

10
刘双

俊

讲

座

聚焦课改 深耕课堂 共同

成长---谈一线教师如何做

课题研究

2021年 4 月

29

由洛江区修学校

主办、奕聪中学

承办的“洛江区

课题成果展示与

推广会”

现场

照

11
刘双

俊

讲

座
提炼真成果 发挥真作用

2021年 12月
22

洛江区教师进修

学校

现场

照

12
刘双

俊

讲

座
校本作业通识培训

2022年 6月
16

泉州市奕聪中学 现场

照

13
陈能

相

讲

座
大单元教学初探

2020年 12月
22

陈能相名师工作

室关于市级课题

大单元教学实践

证书

5

14 申艳
讲

座

对化学项目式教学法的几

点思考

2021年 3月
30日

洛江区高一化学

教学研讨及陈能

相名师工作室活

动

证书

6

4.课题组成员参加泉州市普通高中高考九科教学技能之命题比赛，通过高考

高阶原创试题命制，提升课题组成员综合型作业设计能力。课题组成员参加

泉州市班本作业设计比赛，对优秀作业设计进行对比探索。

类

别

/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教师技能竞赛

1

泉州市普通高中

高考九科教学技

能之命题 比赛

命题比赛一等奖

（黄翠玉）

2021年 1月 泉州市教科所
2 命题比赛一等奖

（陈荣聪）

3 命题比赛一等奖

（刘双俊）



4 命题比赛二等奖

（陈雪霞）

5 命题比赛三等奖

（陈能相）

6 命题比赛三等奖

（申艳）

7
2020 年南安市高

中化学 命题析

题比赛活动

命题析题一等奖

（陈雪霞）
2020 年 12 月 南安进修学校

8 命题析题二等奖

（陈荣聪）

9

2022 年泉州市高

中高考九个学科

教学技能之班本

作业设计比赛

作业设计比赛一等奖

（黄翠玉、宋伯理、杜生枝）

离子在水溶液中的行为大

单元作业设计

2022 年 5

月
泉州市教科所

10 作业设计比赛三等奖

（陈能相等）

必修第二册专题 9 第二单

元探究铁及其化合物的转

化

11
2020 年泉州市中

小学作业设计评

选

高中学段三等奖

（陈能相）

《<硫、氮和可持续发展>

单元测试题》

2020年12月

泉州市教科所

12

2020 年洛江区中

小学作业设计评

选

高中组一等奖

（陈能相）

洛江区教师

进修学校

13 高中组二等奖

（黄泉发）

14 三等奖

（黄翠玉）

15 中学组一等奖

（黄泉发）

《3.3.1揭开人工智能的神

秘面纱》

5.课题组成员在 2项基础教育成果奖获奖，成果《核心素养视域下化学演示

实验的创新设计及教学应用》，第 2作者陈荣聪、第 5作者柯丽明；成果《中学

化学微课的开发与应用》第 5作者杜生枝、第 6作者黄翠玉，《农村中学“以实验



创新促进素养发展育人模式的十年探索与实践》，第 4作者陈荣聪。

6.课题组成员参加泉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第一、第三等奖，通过实

验创新项目的开发、实践、比赛提高创新层次与设计品质。

2021 年 12 月在泉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项目《可明显观察到氢气燃烧火

焰呈蓝色的实验装置》获一等奖，指导老师柯丽明指导；2020 年 12 月在泉州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项目《三元锂电池制作及充放电过程》获一等奖，指导

老师黄翠玉。

7．课题组成员结合日常教学，基于学情，立足学生思维障碍的破解和学生

核心素养的提升，开发系列作业设计，并在课题研讨课，市、区、校级公开课示

范交流，共研共商提升作业设计质量的具体方法。

序

号

级别 授课

老师

课题 时间 主办单位

1 区级 杜生枝 《离子晶体》 2021 年 3 月 7 洛江教师学校

2 区级 林建华 《 盐类 的 水

解》

2021 年 12 月 21日 洛江教师学校

3 市级 黄翠玉 《乙醇》 2021 年 4 月 27 日 泉州市教育局

4 市级 陈荣聪 《 电解 质 溶

液》

2020 年 10 月 9

日

“骆志森名师工作

室”送教送研下乡安

溪蓝溪中学

5 市级 陈荣聪 《离子反应》 2020 年 11 月 “骆志森名师工作

室”送教送研下乡南

安市昌财实验中学

6 区级 柯丽明 《 反应 条 件

的控制》

2022 年 6 月 8 日 南安市进修学校

7 市级 施纯秦 《 化学 实 验

综合题》

2021 年 11 月 17日 晋江市南侨中学

课堂类竞赛

8

2020 年“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

师”

中学组一等奖

（陈能相）

《钠、镁及其化合物》

2020 年 12 月 洛江区教育局9 中学组一等奖

（黄泉发）

《3.3.1 揭开人工智能的神

秘面纱》

10 2020 年“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

师”

中学组二等奖

（陈荣聪）

《电解质的电离》

2020 年 12 月 南安市教育局

11 2021 年洛江区信

息技术与中学化

学课堂教学深度

二等奖

（申艳）

《从海水中提取镁》

2021年7月2
洛江教师进修

学校



融合创新教学设

计比赛

12 二等奖

（黄翠玉）

《元素周期表》

8.课题组在泉州市疫情以外的时间进行以下校际大型教研活动。

洛江区人民政府

网页二维码

时间 活动

地点

活动主题 参加

对象

备注

2022年3

月 7 日

(星期

一) 上

午 9:30

奕聪

中学

高二化学教学

研讨暨《新课

标视域下中学

化学单元作业

设计开发与实

践研究》省级

课交流活动

高二

化学

老师

及课

题组

成员

杜生枝

(授课)

赖丽评

(授课)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奕聪

中学

洛江区高二化

学教学研讨暨

省级课题《新

课标视域下中

学化学单元作

业设计开发与

实践研究》省

级课交流活动

高二

化学

老师

及课

题组

成员

林建华

（授课）

黄翠玉

（讲座）

刘双俊

（讲座）

2021年4

月 29 日

奕聪

中学

洛江区课题成

果展示与推广

会

泉州

教科

所教

科室

正高

级教

师柳

惠斌

主

任、

洛江

区教

师进

修学

校李

丽霞

副校

长、

各中

小学

赖旭初主持

黄盛源

（汇报）

黄翠玉

（讲座）

刘双俊

（讲座）



教研

室主

任、

热心

教研

的老

师

2021年9

月 28 日

泉州

第十

一中

学

市级课题《基

于核心素养的

高中化学单元

整体教学设计

研究与实践》

课题的开题报

告会

区教

研员

刘双

俊老

师、

学校

教师

发展

中心

主任

戴和

平老

师、

教研

室主

任苏

炳超

老师

陈能相

（报告）

刘双俊

（讲座）

9.课题组成员编创实验创新、趣味化学史校本课程，拓展作业设计的实践性

类型，基于各校校本作业研讨稿，编创作业设计范式。

校本作业及附件

项目名称 作者 汇总时间 单位

《趣味化学史》

31 页 18 课时

校本课程教案

测试及评价

（柯丽明）

2020 年 9 月 20 日 南安侨光中学校本

课程

《创新化学实

验》90 页

校本课程教案

测试及评价

（黄翠玉）

2020 年 9 月 20 日 泉州奕聪中学校本

课程

高中化学学生

疑难问题集

（册）

陈荣聪
2022 年 6 月

南安市侨光中学

化学必修 1、必

修 2

校本作业

（柯丽明）

2022 年 6 月
南安市侨光中学

化学必修 1

校本作业

（施纯秦）

2020 年 9 月

晋江市南侨中学

《物质结构与

性质》
2021 年 9 月

《有机化学基

础》



《高三化学》周

练

守恒法

（思维系列）

2021 年 10 月

《物质结构与

性质》

校本作业

（杜生枝）

2021 年 10 月 泉州市奕聪中学

高考简单有机

物的合成与应

用

作业设计

（申艳）

2021 年 10 月 泉州市马甲中学

单元作业设计

格式模板

版面设计

（黄种代）

2021 年 10 月 泉州市奕聪中学

高中化学 27 个

知识结构图

绘制电子版

（赖森水）

2021 年 10 月 泉州市洛江区罗溪

中心小学

10.实践性作业：赖森水老师指导学生参加信息技术素养提升比赛，电脑制

作、电子板书、电脑绘画、3D 创意编程等项目 15 人次获洛江区比赛奖，同时也

为本课题作业设计线上测试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11.单元作业设计范式

2022 年泉州市高中高考九个学科教学技能之班本作业设计比赛 ，一等奖第

2名作品：泉州市奕聪中学，作者：黄翠玉、宋伯理、杜生枝，项目名称：离子

在水溶液中的行为大单元作业设计。

附件：泉州市九科班本作业设计初中一等奖作品集

泉州市九科班本作业设计高中一等奖作品集

。12.借我校与北京四中网校签约，大力实践“智慧课堂”之机，在课堂线上推

送作业，限时训练，最快获取最真实的学情数据，通过教师讲评实践，诊断实践

中的作业设计，集中进行分析、反馈、修正循环完善。

13.中学化学疑难问题集

14.课题组成员学术称号提升

序

号
姓名 学术称号 确认时间 佐证材料

1 陈能相 泉州市学科带头人 2021 年 9 月 18 日 结业证书

2 柯丽明 南安市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2021 年 12 月 文件

3 黄翠玉 泉州市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2022 年 8 月 文件

本课题经过大量的权威专业的文献学习与实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单元作

业设计研究理论体系。绘制 9图 12 表（表 6作业要素总表 46 细目），从宏观到

极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繁杂到有序，系统建构具有一定深广度的作业设计研

究要素、方案、评价维度细目，指引理论平稳落地。实践层面上撰写论文（9篇

核心期刊）、开讲座（区级以上 14 次）、设公开课（区 3 市 4 次），泉州市命

题、作业设计比赛 11 人次（一等奖 5人次），洛江区命题、作业设计比赛 4 人

次（不同项目），其中课题负责人从新课标新教材走向大单元作业设计理念下的

作品：《离子在水溶液中的行为》获泉州市一等奖第 2名，再次修改完成后定为



本课题单元作业设计范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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