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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高校与乡村初中建设化学与生活兴趣实验课堂的合作探究

项目负责人 谭荣欣 联系方式 13766608018

课题组主要成员基本情况（含课题负责人）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在本项目中的分工

谭荣欣 副教授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理论研究

实地考察实践

张姝媛 正处 柴河初级中学 管理 教育资源协调

王慧 教授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理论研究

一、立项依据

（一）现有基础

本项目拟以柴河初级中学为实践基地，依托牡丹江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的化学

实验室资源和专业师资力量的支持，来完成对柴河初级中学化学与生活兴趣实验课堂

的建设。柴河初中现有教职工 168人，现有学生 1280人，共 32个教学班，目前没有

专业的化学实验室及实验员，化学实验条件相对落后，化学课堂中的学生实验及部分

演示实验难以完成，二课堂的兴趣实验更是无法落实，这会严重影响学生对化学的学

习兴趣、化学素养的提升甚至是未来化学人才的培养。然而，由于师资力量和资金以

及教育资源的限制，建设一个正规的化学实验室目前还存在一定困难，难以落实。

化学与生活兴趣课堂以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化学反应为切入点，让学生们在生活

中发现化学问题，用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做化学实验，在生活中学习化学知识，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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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解释生活问题，可以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和好奇心，促进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学

习和理解，提升化学核心素养。

牡丹江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目前专任教师 32人，实验员 6人，设有无机实验室、

有机实验室、分析实验室、物化实验室、化工实验室，建设有省重点实验室。无机实

验室面积 300m2，现有教师 8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1 人，高级工程

师 1人，具有博士学历 3人，这些教育教学资源可以为柴河初级中学的化学与生活兴

趣课堂的建设提供充足的实验资源的支持及专业技术的支持，帮助柴河初级中学的学

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化学与生活实验知识，更好地落实对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项目目标

1、建设专业指导团队

2、完成生活中的化学兴趣实验方案设计

3、完成兴趣实验

4、落实素养提升及人才培养

5、建立高校与乡村初中的联系与合作机制

（三）项目意义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化学

是一门关注物质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律的基础科学，因此，具有一定化学知

识和实验技能的人才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乡村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中，缺乏足够的

实验条件和师资资源，中小学生们缺乏足够的实验机会和体验感，无法真正了解化学

知识的实际应用和意义。因此，建设化学生活化实验小课堂，可以有效缓解这种情况，

提高中小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帮助其建立正确的科学思维，培养科学素养。

目前，很多乡村初中的实验教学条件相对较差，师生缺乏开展化学实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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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还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就业发展，

也不利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校与乡村初中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合作，这是一种新型的教育

合作模式，同时也是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现行教育制度下，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其

中教育往往是城乡差距的主要体现之一。因此，为解决此问题，学者们开始关注和研

究如何实现城乡教育合作。以往的城乡教育合作建设化学兴趣实验小课堂主要可以分

为三类：1.教育政策层面的研究 这类研究关注如何通过制定完善的政策、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等方式，促进高校与乡村初中的合作，进而提高中小学生的化学素养和兴趣。

但是，这类研究往往缺乏实际证据支持，缺乏实际的案例和操作指南； 2.实践案例层

面的研究 这类研究通常侧重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关注高校与乡村初中合作建设化学生

活化实验小课堂的具体操作和实践成效。但是，这类研究往往缺乏整体性和深度性，

缺乏系统性分析和对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3.教育方法层面的研究 这类研究关注如何

通过合理的教育方法，提高中小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兴趣和理解程度。但是，这类研究

往往缺乏对方法的科学分析和实践效果的评估，并且缺乏在现实中操作的详细指南。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在不同方面阐述了高校与乡村初中建设化学生活化实验小课堂的

重要意义和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具体地说，缺乏系统性的

研究思路和方法，缺乏科学性的数据支撑和实践操作的规范指南，缺乏专业性的教育

方法和师资参与等。本研究旨在探究高校与乡村初中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合作，弥补

城乡教育差距，提高乡村学生的科学素养。通过搭建高校和乡村初中之间的合作平台，

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和专业知识支持，帮助乡村中学建设化学与生活兴趣实验小课堂，

可以提高学生对化学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开发学生的化学思维，提升

学生的化学科学素养，推动当地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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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方案

（一）拟采用的解决方案/方法/手段

1、建立高校与乡村初中的联系与合作机制，通过定期的实地考察和座谈，促进交

流和合作。

2、高校与乡村初中共同策划与设计化学与生活兴趣实验课程，并提供适宜的实验

器材和试剂。

3、高校教师与乡村初中教师共同进行授课和实验，达到相互学习和提高的目的。

4、在化学教学中融入生活中的化学的应用，引导学生学习化学知识，了解化学在

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意义。

5、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和实验指导书，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例如多媒体教

学、探究式学习、小组合作等，实现有效的教学效果。

6、引导学生做好实验记录，鼓励学生独立写出实验报告。

（二）项目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和家长希望孩子们接受更加全面的教

育，培养其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高校与乡村初中建设化学与生活兴趣实验课堂的合

作探究项目方案正好满足了这一市场需求，能够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对化学科学的兴

趣，对实现乡村初中教育均衡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高校拥有丰富的师资力量和先进

的实验设备，在教学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乡村初中教师相对较少，教学条件和资源

也相对匮乏，但是其在地域上的底层资源是值得重视的。

可行性条件

1. 教育政策支持：国家、省份和地方对于教育事业持续的投入和政策扶持，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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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 教师教学热情和专业素质：高校和乡村初中的合作需要双方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和专业素质，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

综上分析，高校与乡村初中建设化学与生活兴趣实验课堂的合作探究项目方案具

备可行性。但是，在实践中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教学效果的评估、资源统筹、教

师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三） 项目实施可能面临的难点、风险及应对措施

该合作探究项目实施可能面临以下难点和风险：

1. 资源不足：高校、乡村初中在设备、实验材料等方面可能存在资源不足的情况，

这可能会影响到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

2. 师资力量不充足：乡村初中可能缺乏专业教师，需要借助高校师资的支持，但

是对于高校来说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支持这个项目。

3. 安全风险：在实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安全风险，需要制定好安全操作规程，

保证实验过程中的安全。

对于这些风险和难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应对措施：

1. 资源共享：高校与乡村初中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的方式解决资源不足、设备不完

备等问题。

2.加强师资培训：在项目实施之前，高校可以为乡村初中邀请专业人员进行师资培

训，为教师提供充足的培训、指导，不断掌握实验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

3. 加强安全管理：实验教学需要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规程，在实验过程中加强安

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的培训，确保实验过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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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2023 年 5 月-2023 年 6 月 完成两校对接工作

2023 年 6 月-2023 年 7 月 完成实地考察及座谈

2023 年 7 月-2023 年 9 月 完成化学与生活兴趣课堂的设计工作

2023 年 9 月-2024 年 1 月 建设兴趣课堂

2024 年 1 月-2024 年 3 月 形成高校与乡村初中的联系与合作体系

四、项目验收形式

（一）产出结果和考核指标

1、学生设计生活小实验

2、学生撰写实验报告

（二）项目成果验收

项目预期完成如下内容：

1、一个教学案例

2、化学生活化实验小课堂建设方案

3、帮助至少一名留守儿童

4、一份调研报告

5、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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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支出项目
金额

1 劳务费 12000

2 通讯费、快递费、办公耗材费 1500

3 实验耗材费（仪器、试剂、测试等） 3500

4 差旅费 3000

5

6

7

8

六、基层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七、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项目目标可根据“六个一”内容进行填写，即完成一份

挂职日志；完成一项教研项目；完成一项校园文化建设；帮扶一位留

守儿童（或困境儿童）；完成一份教学案例；完成一份调研报告。2.

项目实行包干制。 3.项目组成员需至少包含一位挂职学校教师。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科建设

“揭榜挂帅”项目（UGS 合作专项）考核表

学院（盖章） 化学化工学院

依托学科 化学

导师姓名 谭荣欣

挂职时间 2023.6-2024.6

联系电话 13766606018

2024 年 5 月 20 日

牡丹江师范学院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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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单位全称 海林市柴河初级中学

单位负责人 杜刚 联系方式 13009880086

一、挂职工作完成情况（300 字左右）

本次挂职，圆满完成了如下工作：

1、听、评课：完成了对柴河初中初三化学的听、评课，并针对所听课与授课教师展开

研讨，优化初中化学教学；

2、教研项目：与挂职学校共同完成题为“高校与乡村初中建设化学与生活兴趣实验课

堂的合作研究”教研项目；

3、校园文化建设：以板报形式宣讲、弘扬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建设家乡、心中有爱、

心存感恩的理念。

4、帮扶留守儿童：建立了春晖志愿者帮扶留守儿童平台；

5、教学案例：结合化学学科的教育、教学特点，撰写并完成了专业学位教学案例。

6、调研报告:撰写完成一份柴河初中的调研报告；

7、开展讲座：邀请柴河初中张玉玲老师为我院开展了关于初中教育教学理念的讲座。

讲座中张老师与同学们就中学教学中人工智能软件对教学的辅助进行了交流。

二、挂职工作总结（500 字左右）

本人在柴河初中挂职期间，全面参与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教育改革工作：

在听、评课方面，深入了解了基础教育一线的实际情况，完成了对初三化学课程

的听、评课，与一线教师共同探讨了教学改革的新思路、新方法。

在教研项目方面，与挂职学校共同完成了“高校与乡村初中建设化学与生活兴趣

实验课堂的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提高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增强实验教学

的实效性。

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以板报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弘扬了回馈社会、建设家乡、心

中有爱、心存感恩的理念。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也增强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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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帮扶留守儿童方面，建立了春晖志愿者帮扶留守儿童平台，组织志愿者为留守

儿童提供学习辅导和心理疏导服务。

在教学案例和调研报告方面，结合化学学科的教育、教学特点，撰写并完成了专

业学位教学案例。

在教科研讲座方面，邀请了张玉玲老师为我院开展了关于初中教育教学理念的讲

座，这一活动为学院师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学教学前沿动态的窗口。

通过一年的挂职工作，我深刻感受到了基础教育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体验到了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我将把这段经历作为宝贵的财富，继续为学校的

研究生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挂职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六、学院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七、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两份打印，挂职学校基本信息表和“六个一”任务相关材料请制

作目录并附后。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msyyjsxy@126.com。



挂职学校基本信息表

挂职导师 谭荣欣

学校名称/学段 海林市柴河初级中学

学校地址 海林市柴河镇中心街2号

当前教室数 18

当前多媒体教室数 18

当前实验室数 3

当前教学电脑台数 95（教师）+44(学生）=139

当前语文教师数 11

当前数学教师数 14

当前外语教师数 11

当前科学教师数 0

当前道德与法治教师数 4

当前音乐教师数 4

当前体育教师数 6

当前美术教师数 3

当前信息技术教师数 2

当前劳动教师数 1

当前物理教师数 6

当前化学教师数 4

当前生物教师数 6

当前地理教师数 4

当前历史教师数 6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在校学生数 695 654 662 689 754
在校教师数 93 103 113 120 124
师生比 7.47 6.35 5.86 5.74 6.08

按照国家规定班师比应配置教师数（高中
1：12.5、初中为1：13.5、小学为1：

19）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男生数 353 518 333 355 383
女生数 342 336 329 334 371

单亲家庭学生数 92 94 102 110 121
留守学生数 62 55 60 208 266
残障学生数 0 0 0 0 0

贫困家庭学生数 42 92 34 46 51
近视学生数 505 415 428 439 496

心理问题学生数 6
班级数 10 20 20 19 19



“六个一”任务相关材料目录：

1.挂职日志（不少于 20份） 1-21

2.教研项目相关材料 22-23

3.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及佐证材料 24-25

4.帮扶留守儿童相关佐证材料 26-28

5.教科研讲座佐证材料 29-29

6.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参照专业学位教学案例格式要求） 30-53

7.调研报告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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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4.18 主题 完成对接

完成活动内容

完成牡丹江师范学院助力柴河初中的对接，与柴河初中领导班子

坐谈，了解学校概况。

总结：

柴河初中领导班子很重视本项工作，希望能通过本次活动搭建一

个高校助力乡村中学的平台，真正实现助力乡村的初衷。

附：相关图片、文字报道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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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4.25 主题 了解学校概况

完成活动内容

走访了学校的教学楼和教室，了解到柴河初中创建于 2008 年，

是一所完全初级中学。

总结

柴河初中体量较小，便于管理，仅有不到 20 个教学班，学生 659

名，教职工 117 名，校园人文建设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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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5.5 主题 了解校园文化建设

完成活动内容

总结

柴河初中很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时刻关注精神文明对学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学楼的每一层楼走廊的棚顶都有关

于精神文明相关主题的小挂牌，墙上挂有每一届党代会的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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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5.12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

听初三三班季宝英老师的课

总结

习题课，图像类习题的出题点、出题模式归纳总结及解题思路。

讲解细致、条理清晰，有条不紊。内容有难度、有深度，备课量大，

对宏观-微观-符号-图像的四重表征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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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5.16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

听初三四班张玉玲老师的课

总结

图像题习题课专题，以三种类型的图像题为例，分析了图像题的

解题思维模型，落实了四重表征素养，体现出了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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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6.16 主题 教学研讨

完成活动内容

与两位初三化学老师展开教学研讨

总结

研讨后一致认为，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教学手段越来越受

到重视，中考题中有很多题型都涉及到了手持技术实验，今后的本科

教学工作也应在手持技术实验上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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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6.20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听：季老师的课：燃烧与灭火。

总结

听季老师的课：燃烧与灭火。季老师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对燃烧的

条件展开了实验探究，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体会了科学

探究的基本思路，落实了科学探究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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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6.21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 听张玉玲老师的课：燃烧与灭火。

总结

听张玉玲老师的课：燃烧与灭火。两位老师对同一节课的处理各

有侧重、各有优点，在充分落实知识点的传授时，季老师注重的是科

学探究能力的培养，张老师更注重的是学生社会现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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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6.30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 听张玉玲老师的课：实验室制取氧气

总结

听张玉玲老师的课：实验室制取氧气。张老师从实验室制氧气的

原理、原料的选择、条件的选择、装置的选择几个方面，带领学生逐

一分析、归纳了实验室制气的基本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化学思维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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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7.14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 听季宝玲老师的课：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总结

季宝玲老师的课：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张老师通过几个小实验

引导学生学习了二氧化碳密度大、不支持燃烧、溶于水显酸性等性质。

利用实验的直观变化加深入学生对物质化学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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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9.15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听、评课 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

总结

听季宝玲老师的课“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季老师利用演示实验，

给学生展示了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在实验过程中，季老师擅用问

题链对学生循循诱导，环环相扣，充分落实了气体实验室制法的相关

内容，并引导学生探究了制备二氧化碳的不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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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9.19 主题 听、评课

完成活动内容：听、评课 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

总结

听张玉玲老师的课“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在实验室制气的问

题上，张老师更加注重对原理的理解，并根据原理分析原料的选择、

反应条件的分析及实验装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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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10.16 主题 教学研讨

完成活动内容：与柴河初中两位化学老师研讨、设计、优化教学 PPT

总结

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是初中化学的教学重点，也是实验室抽取气

体的教学模型，本次研讨与柴河初中两位化学老师研讨、设计、优化

了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教学 PPT，优化的核心思想是对学生思维模

型号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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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11.6 主题 教科研课题检查

完成活动内容：参与教科研课题检查工作

总结：

柴河初中注重教师教科研能力的加强，定期检查教师教科研项目

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研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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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12.1 主题 校园文化建设

完成活动内容：讨论、设计校园文化建设主题及内容

总结：讨论、设计校园文化建设主题及内容

确定了以板报形式宣讲、弘扬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建设家乡、

心中有爱、心存感恩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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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12.8 主题 了解教师进修情况

完成活动内容：了解教师进修情况

总结

柴河初中十分重视教师的业务能力，多角度、全方位地加强教师

的进修和业务培训。2023年期间，教师参与的线上培训共计 13项。



17

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3.12.29 主题 设计帮扶留守儿童

方案

完成活动内容：设计帮扶留守儿童方案

总结

经与柴河初中杜刚校长沟通后，确定以上帮扶留守儿童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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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4.4.3 主题 对接、帮扶留守儿

童

完成活动内容：对接、帮扶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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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出色完成了助力乡村、帮扶留守儿童对接活动，建立了春晖志愿

者帮扶留守儿童活动平台。活动过程中，利用团体心理游戏拉近了留

守儿童与志原者的距离，通过神奇的化学科普实验引起了学生们对化

学的学习热情，通过红色故事的宣讲，激发了学生们的家国情怀。

本次活动相继被中国青年网和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新闻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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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4.4.12 主题 安排示范课活动方

案

完成活动内容：

安排示范课活动方案，确认活动时间、活动地点

总结

经与柴河初中校长杜刚及主讲教师经玉玲老师沟通，设计、安排由

张玉玲老师以乡村初中化学教学为主题为牡丹江师范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 2022 级、2023 级专业学位硕士（学科教学化学）作学术报告，

并以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为主题，做初中化学示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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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日志

学校名称 柴河初中 挂职教师 谭荣欣

日期 2024.4.19 主题 完成示范课活动

完成活动内容：完成乡村中学教学讲座及示范课活动

总结

张玉玲老师以乡村初中化学教学为主题为牡丹江师范学院化学化

工学院 2022 级、2023 级专业学位硕士（学科教学化学）作了精彩的

学术报告，并以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为主题，完成了初中化学示范课

活动。通过本次活动，学生们对初中化学课堂的课容量及讲课节奏有

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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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研项目相关材料

1、与柴河初中老师共同完成教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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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柴河初中申报教科研项目，并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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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及佐证材料

针对人才流失严重问题，以我爱家乡、家乡建设、感恩父母、感恩学校为主题带领春晖志

愿者与柴河初中学生共同绘制宣传板报，并利用化学科普实验“喷雾作画”，与柴河初中学

生共同绘制手绘画，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让学生心存感恩，毕业之后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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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留守儿童相关佐证材料

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建立柴河初中和春晖志愿者的联系平台，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课

业辅导和心理疏导。

1、对接方案：

2、对接活动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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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助力乡村、关爱留守儿童活动被新闻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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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研讲座佐证材料

邀请柴河初中张玉玲老师以乡村初中化学教学为主题为牡丹江

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2022级、2023级专业学位硕士（学科教学化

学）作学术报告，并以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为主题，做初中化学示范

课。活动中，同学们就 “中学教学中人工智能软件对教学的辅助作

用”的问题与张老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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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像的专题研究

专业学位类别：教育

专业领域：学科教学（化学）

适用课程：中学化学解题研究、化学教学设计与实施

作者姓名：谭荣欣、宋启迪

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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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速率与平衡图像的四个重点考察方向专题分析

摘要：化学平衡速率与平衡图像相结合的习题是高考中的重点题型。本文通

过对中学生的观察发现，学生对于这类题型的解题效率不高，所以特在一轮复习

课上设置化学反应与平衡图像的专题研究，专题共分为四个板块：挖掘图像信息

书写陌生可逆反应的方程式；挖掘图像信息结合速率、平衡理论准确解答；挖掘

图像信息分析多个反应的复杂平衡体系；利用文字信息补充设计坐标图像。本文

基于学生特点设置课堂内容，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路径。

关键词：化学反应速率、平衡图像、平衡状态

Thematic analysis of four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chemical reaction rate and equilibrium image

Abstract: The exercises combining chemical equilibrium rate and equilibrium
image are the key question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paper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found that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were not efficient in solving this
type of problem, so he specially set a special study on chemical reaction and
equilibrium images in a review class, which wa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mining
image information and writing equations of unfamiliar reversible reactions; Mining
image information combined with rate and balance theory accurate solution; Mining
image information to analyze complex balanced system of multiple reactions; Use
text information to supplement the design coordinate image. The paper setted
classroom cont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nd shows the path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Keywords: chemical reaction rate； equilibrium image,；equilibrium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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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习题教学是高中化学教学及复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化学解题绝不是单纯

的背诵化学方程式。为了更好地推行新高考政策，教育部在 2019年发布了《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重新对高考评价体系做了说明，大致总结为：一核、四层、四

翼。一核指我国高考评价体系的核心立场，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

四层则直击考试内容，涵盖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回答了

“考什么”的问题；四翼是命题原则，包括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说明了“怎么考”的问题。四层与四翼是相辅相成的，都强调了高考试题需要日

益走向完善，对于试题的要求也更加严苛，试题不仅要能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

掌握程度，还要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测评。其中解图能力就是其中之一，化学

中常出现各类图形，从图形中提取、收集、排除、对应各种信息。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形相结合的专题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图题分析

能力，此专题训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融合两方面的知识，同时对于教师的

本体性知识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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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年来，高考中所涉及的有关化学平衡图像题目变化万千，数形结合、图像

法解题是中学数、理、化重要的解题思想，此类型的题目结合巧妙灵活的设计和

新颖奇特的图像生动形象地考察了学生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图像

中所蕴含的丰富图表信息急需我们挖掘。下面结合化学课堂教学的习题就这些常

见的化学平衡图像题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与思考。

一、化学反应速率与平衡图像的四个重点考察方向

针对这类题特点，化学教师组结合以往教学经验基础上对学平衡图像题的四

个重点考察方向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并以具体题型案例来说明如何利用图像来考

查知识迁移与转化以及图形思维方法。

1、挖掘图像信息书写陌生可逆反应的方程式

化学课堂上，进行高考化学第一轮复习，首先在屏幕上投影出题目，具体题

目如下：

根据图像中的信息先确定反应物和生成物,然后根据图像中各物质量的关系

确，反应物和生成物的计量关系。如向密闭容器中加人 0.2mol H2S，反应在不同

温度（900~1500℃）下达到平衡时，混合气体中各组分的体积分数如图所示,则
在此温度区间内，H2S热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老师：观察图像我们可以提取出哪些有用的信息呢？

学生：观察图像，从图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纵轴表示各组分的体积分数，H2S
的分解反应为吸热反应。

老师：那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应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学生：随着温度升高，体积分数减小的是反应物 H2S，体积分数增大的是生

成物单质硫和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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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接下来对同一温度的各个点进行逐一分析，在温度为 1100℃时，H2S
的体积分数为 70%，此时生成的两种单质的体积分数分别为 20%、10%，若将单

质硫写为“S”，则与氢气的体积分数应该相等，若将单质硫写为双原子分子“S2”，
则氢气的体积分数为“S2”的两倍，请同学们书写出相应的方程式。

同学：书写板书 H2S热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2H2S 2H2+S2；

本课题通过对图像特征及图形特点进行分析研究，以“图”为载体将复杂而

抽象的知识内容用直观形象思维方法表现出来，让学生在理解二维化学反应图像

的基础，提取图表信息，分析法应发生过程，书写陌生的可逆反应方程式，帮助

同学们发展自身的信息提取能力与发散思维。

2、挖掘图像信息结合速率、平衡理论准确解答。

老师：一般把图像中的信息、可逆反应特点和勒夏特列原理三者结合起来进

行解题。

例题如下：

25 ℃时，向体积为 2L 且带气压计的恒容密闭容器中通入 0.08mol NO 和

0.04mol Cl2，发生反应 2NO（g）+Cl2（g） 2NOCl（g）△H。已知：反应起始

时和平衡时温度相同。

测得反应过程中压强（p）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如图 1中曲线 a所示，则

△H（填“>”或“<”）0；若其他条件相同，仅改变某一条件时，测得压强（p）
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如图 1 中曲线 b 所示，则改变的条件是 。图 2
是两位同学描绘的上述反应平衡常数的对数值(IgK)与温度的倒数(1/T)的变化关

系图像，其中正确的曲线是 （填“甲”或“乙”）。

老师：通过观察图像与分析图表数据，同学们发现图中有哪些有用的信息

呢？又有什么隐藏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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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1：我可以发现图 1中曲线 a隐藏的信息是“反应过程中压强先增大后

减小最后不变”，该可逆反应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减小，在恒容密闭容器中，压

强先增大，则体系温度升高，从而推断出正反应是一个放热反应。

老师：随着反应的进行，容器中的的气体分子数有何变化呢？

学生 2：我认为随着反应的逐渐进行，恒容密闭容器中气体分子总数逐渐减

小，压强又跟着减小，最后达到平衡后，压强是稳定不变的，故△H<0。

老师：没错！因此将图 1中曲线 b与曲线 a相比，反应速率增大，平衡时容

器内压强不变，即平衡不移动，故改变的条件是加人催化剂。该反应的正反应为

放热反应，则升温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动，平衡常数 K减小，IgK 减小，故图 2
中曲线甲正确。

3、挖掘图像信息分析多个反应的复杂平衡体系

老师：以上两种类型是分析包含一个反应的化学反应图像，那对于对于一个

图像包含多个反应的复杂平衡体系，我们就要逐一分析与问题相关的每个反应平

衡移动的结果，然后综合起来得出结论，去寻找解题方法。

例如，乙酸制氢气过程中发生的反应主要有热裂解反应：CH3COOH（g）
2CO（g）+2H2（g） △H=+213.7kJ/mol；脱羧反应：CH3COOH（g） CH4（g）
+CO2（g） △H=-33.5 kJ/mol。

（1）在密闭容器中，利用乙酸制氢气，应选择 （填“较大压强”

或“常压”）。

老师：根据以往知识基础，我们首先可以知道在密闭容器中，发生的反应应

为 CH3COOH（g） 2CO（g）+2H2（g），该反应随着反应的进行是能够生成氢

气的，随着 H2的逐渐争夺，该反应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增大，增大压强，平衡

逆向移动，氢气产率减小，故相对于较大压强，常压下氢气的产率较高且能耗低。

（2）一段时间内，该反应体系中温度与气体产率的关系如图所示，640℃之

前，氢气产率低于甲烷产率；640℃之后氢气产率高于甲烷产率，可能的原因是

温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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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随着我们对图像信息的逐渐清晰，同学们是否明确了解题思路呢？请

同学们小组讨论，最后派代表来解答题目

学生：通过分析图像我们发现该热裂解反应的正反应为吸热反应，脱羧反应

的正反应为放热反应。因此 640℃升高温度之后，热裂解反应向的正反应应向正

反应方向进行移动，脱羧反应应向反应的逆反应方向进行移动，因而氢气产率高

于甲烷产率。

老师：那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反应体系 CH3COOH（g）中掺

杂一定量水蒸气，氢气产率显著提高而 CO的产率下降，请分析原因，请同学用

化学方程式来表示出来。

学生黑板展示：CO+H2O（g）≜ H2+CO2。

老师：从题中信息我们可以得知 CH3COOH气体中掺杂了些许的水蒸气，而

这些水蒸气与 CO进行反应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氢气，因此氢气产率显著提高，而

CO的产率却逐渐下降，就可以知道以上反应方程式。

4、利用文字信息补充设计坐标图像

老师：以上的题目图表信息都给的十分完整，那对于化学图表信息不完整的

化学平衡图像题，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解题呢？

老师逐步对学生进行引导：首先要先仔细观察纵轴、横轴表示的物理量，再

结合反应特点和平衡移动原理，根据题中变化量与反应速率、物质的量浓度、转

化率等物理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在坐标图中补充出题目中缺失的曲线，再解题的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起点、变化趋势、终点”这几个关键点。

如图 1是反应 CO(g)+H2O(g) H2(g)+CO2(g) H<0中 CO和 CO2的浓度随

时间的变化关系图像。若 t4时刻通过改变容积的方法将压强增大为原来的 2倍，

在图 1中 t4~t6区间内画出 CO、CO2的浓度变化曲线，并标明物质（假设各物质

状态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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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横纵坐标代表什么呢？

学生：由图像可知，图像中纵轴、横轴分别表示浓度和时间。

老师：反应之中可能发生了何种反应呢？气体成分又有哪些变化呢？

学学生尝试：该反应是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不变的放热反应，压强增大为原

来的 2倍，容器容积缩小，CO和 CO2的浓度均增大为原来的 2倍，平衡不移动，

补充后的图像如图 2所示。

再比如，（2022·浙江绍兴 5月二模）利用制取生物柴油的副产物甘油可重整

制氢,通入一定量的水蒸气，经一系列反应可获得 H2、CO、CO、CH4，等组成的

气体，通过调整反应的条件可提高 H2产率。

（1）制氢的几个主要反应如下：

反应 1: C3H8O3(g) 3CO(g)+4H2(g) △H1= +340 kJ/mol

反应 2: CO(g)+H2O(g) CO2(g)+H2(g) △H2= -41 kJ/mol

反应 3: CH(g)+2H2O(g) CO2(g)+4H2(g) △H3= +165 kJ/mol

反应 4: CO(g)+3H2(g) CH4(g)+H2O(g) △H4

①计算△H4并判断该反应的自发性： 。

根据盖斯定律，可知反应 4=反应 2 =反应 3，则△H4=△H2-△H3=-41kJ/mol-
（+165kJ/mol）=-206kJ/mol；该反应的 ΔH <0、ΔS<0，由于ΔG=ΔH-TΔS<0的反

应能自发进行，则该反应在低温下自发进行。

②温度控制不当，气相产物之间会发生积碳副反应：

CO(g)+H2(g) C(s)+H2O(g) KP1

CO2(g)+2H2(g) C(s)+2H2O(g) KP2

从而影响氢气产率。若仅考虑积碳副反应,一定温度下，测得在 1.0MPa恒压

反应体系中各组分分压（即组分的物质的量分数 x总压），达平衡时，p(H2O)=p(C
O2)=p(CO)=0.3MPa，则平衡常数 K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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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考虑碳副反应，平衡体系中的气态物质有 CO、H2、H2O(g)、CO2、一

定温度下达平衡时 p(H20)=p(CO2)=p(CO)=0.3MPa，则 p(H2)=(1.0-0.3-0.3 -0.3)=0.
1MPa，则反应 CO(g)+H2(g)=C(s)+H2O(g)的平衡常数 Kp1=p（H2O）/p(CO)·p(H2)
=0.3MPa/（0.3MPa*0.1MPa）=10MPa。

③生产过程中，为减小积碳对氢气产率及催化剂的影响，下列措施合适的是

(填标号)。

A、通人过量的氧气

B、通人适量的水蒸气

C、选择合适的催化剂

D、加压

W 教师引导：通入过量的 O2消耗 H2、C、CO，生成 H2、C、CO2，导致

H2的产率下降，A项不符合题意；通入适量的水蒸气，积碳副反应的平衡均逆

向积动，能提高 H2的产率，B项符合题意；催化剂具有选择性，选择合适的催

化剂，可减少积碳反应的发生，提高 H 的产率，C项符合题意；加压，积碳副

反应的平衡均正向移动 H2的产率下降，D项不符合题意。

④上述各反应达平衡时,体系中各物质的摩尔分数(物质的量分数)受温度的

影响如图 1所示,请结合图 1解释在图示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升高,H,的摩尔分数

先迅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原因是 。

教师：根据题图 1可知，随着温度升高，甘油和 G的摩分数一直为 0，反应

1转化率为 100%，升高温度，反应 3平衡正向移动 H2的摩尔分数增大的程度大

于反应 2平衡逆向移动导致H2的摩尔分数减小的程度，且反应 3生成H2的量大，

H2的摩尔分数先迅速上升；约 900K后，CH4摩尔分数接近 0，说明反应 3几乎

转化完全，H2的摩尔分数主要受反应 2影响，升高温度，反应 2平衡逆向移动，

故 H2的摩尔分数缓慢下降。

（2）反应 2的一种催化机理是生成中间体甲酸,此时甲酸在金属氧化物催化

剂表面的催化机理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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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尽可能进行路径1，则选择的氧化物M-0键结合力应较 （填“强”

或“弱”)；请补充完整反应的历程：（*表示吸附态）。

HCOOH* HCOO*+ ；

HCOO* + ；

；

CO2* → CO2(g)， H2→H2(g)

教师：结合路径 1可以最终得到 CO2和 H2有利于反应 2正向进行；路径 2
最终得到 CO和 H2O，不利于反应 2正向进行，反应 2的一种催化机理是生成中

间体甲酸，根据甲酸在金属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的催化机理知，若想尽可能进行路

径 1，中间体 HCOOH 更易与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结合，则选择的氧化物M-O键

结合力应较弱，结合原子守恒，反应历程第一步为 HCOOH* HCOO*+H*；
结合最后两步 CO2→CO₂(g)、H2*>H2(g)知，中间的反应历程为 HCOO* CO2

+H*，H*+H* H2*。

总之，需要注意的是当存在多个反应时，要综合分析每个反应的平衡移动对

体系中物质的量的影响，要分所清楚不同条件下，究竟是哪个反应起主要作用。

二、变式——探索 CO₂ 的利用与化学平衡

背景：

我国力争于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因此，研发二氧

化碳的利用技术，将二氧化碳转化为能源是缓解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方案之一。

CO₂耦合乙苯（C₆H₅—C₂H₅，简称 EB）脱氢制备苯乙烯（C₆H₅—C₂H₃，简称 ST）
是综合利用 CO₂的热点研究领域。

导入：

老师：同学们，大家知道，二氧化碳的利用是我们未来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

的重要方向之一。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个具体的化学过程，CO₂ 与乙苯的反应，

并学习如何通过化学平衡的原理来优化反应条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题目：

制备 ST涉及的主要反应如下：

a. EB(g) ⇌ ST(g) + H₂(g) ΔH₁；

b. CO₂(g) + H₂(g) ⇌ CO(g) + H₂O(g) ΔH₂ = +41.2 kJ·mol⁻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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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B(g) + CO₂(g) ⇌ ST(g) + CO(g) + H₂O(g) ΔH₃ = +158.8 kJ·mol⁻¹。

(1) 为提高 EB平衡转化率，应选择的反应条件为_______（填标号）。

A. 低温，高压 B. 高温，低压 C. 低温，低压 D. 高温，高压

(2) 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合适的催化剂只进行反应 b：CO₂(g) + H₂(g) ⇌ CO(g)
+ H₂O(g)。

① 调整 CO₂和 H₂初始投料比，测得在一定投料比和一定温度下，该反应

CO₂的平衡转化率如图 1所示。

已知：Kx是以物质的量分数表示的化学平衡常数；反应速率 v =v 正-v 逆 =k

正x( CO₂)·x( H₂ ) − k 逆·x( CO)·x( H₂O )，k正、k逆 分别为正、逆向反应速率常数，

x为物质的量分数。B、E、F三点反应温度最高的是_______点；计算 E点所示

的投料比在从起始到平衡的过程中，当 CO₂转化率达到 40%时，v 正/v 逆=______。

在容积不变的密闭容器中，分别在温度 T₁, T₂ (T₂ > T₁ > E 点温度)发生上述

反应，反应中 H₂(g)和 CO(g)的体积分数ω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如图 2所示。

已知：起始时密闭容器中ω[CO2(g)]和ω[H2(g)]、ω[CO(g)]和ω[H2O(g)]分别

相等。则表示T₁时，ω(H₂(g))的变化的曲线是曲线______（填“甲”“乙”“丙”或“丁”）；
在温度 T₂，反应时间 20 min时，v 正______（填“＞”“＜”或“＝”）v 逆。

恒压 0.1 MPa下，改变原料气配比为下列三种情况下：仅 EB，n(EB): n(CO₂)
= 1:10，n(EB): n(N₂) = 1:10 进行反应 a, b，测得 EB的平衡转化率与温度的变化

关系如图 3所示。

①图 3中，表示原料气配比 n(EB):n(N₂)=1:10的曲线是曲线_______（填“I”
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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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CO₂能显著提高 EB 平衡转化率，从平衡移动的角度解释 CO₂的作用：

__________。

③设 Kₚ为相对压力平衡常数，其表达式写法：在浓度平衡常数表达式中，

用相对分压（分压除以 p0，p0=0.1 MPa）代替浓度进行计算。A点时，H₂的物

质的量分数为 0.01，该条件下反应 a的 Kₚ=_______。

老师：同学们，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问，怎样提高乙苯的平衡转化率？大家想

一想，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有哪些？

学生：温度、压强、浓度和催化剂。

老师：很好，我们知道反应 a是一个气体反应，根据盖斯定律，可以得出ΔH₁
= +117.6 kJ·mol⁻¹。它是一个吸热反应，同时分子数增加，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

么样的条件来提高平衡转化率呢？

学生：高温，低压。

老师：对了，所以答案是 B，高温，低压。因为升高温度会使平衡向吸热方

向移动，减小压强会使平衡向气体分子数增多的方向移动。

老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问。在一定条件下，只进行反应 b。我们调整

CO₂和 H₂的初始投料比，测得在一定投料比和一定温度下，该反应 CO₂的平衡转

化率。请同学们根据图 1，判断 B、E、F三点中哪一点的温度最高。

学生讨论后，学生 1：根据图 1，我们可以看出，投料比越大，CO₂的平衡

转化率越低。E点的平衡转化率最低，因此温度最高。

老师：正确。E点的温度最高。那么请计算 E点所示的投料比在从起始到平

衡的过程中，当 CO₂转化率达到 40%时，v 正/v 逆等于多少？

反应 b按 E 点所示的投料比进行反应，平衡时 CO₂转化率为 50%，设 CO₂
和 H₂的起始量均为 1mol，列三段式得：

CO₂(g)+H₂(g)⇌ CO(g)+H₂O(g)

起始量/mol 1 1 0 0

转化量/mol 0.5 0.5 0.5 0.5

平衡量/mol 0.5 0.5 0.5 0.5

此时 v 正/v 逆=k 正x(CO₂)·x(H₂))/k 逆x(CO)·x(H₂O))=k 正/k 逆=1；

注意：k 正、k 逆只受温度的影响，不受反应状态的影响，应选取平衡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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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判断 k 正、k 逆的关系。

学生讨论后，学生 2：设 CO₂ 和 H₂ 的起始量均为 1 mol，当 CO₂ 转化率

为 40%时，列三段式：

CO₂(g)+H₂(g)⇌ CO(g)+H₂O(g)

起始量/mol 1 1 0 0

转化量/mol 0.4 0.4 0.4 0.4

CO₂转化率为 40%时的量/mol 0.6 0.6 0.4 0.4

v正/v逆=k正 x(CO₂)·x(H₂))/k逆 x(CO)·x(H₂O))=k 正/k 逆×(0.6/0.4)²=2.25。

老师：很好，我们继续看第三问。在容积不变的密闭容器中，分别在温度

T₁,T₂(T₂＞T₁＞E点温度)发生上述反应，反应中 H₂(g)和 CO(g)的体积分数随时间

的变化关系如图 2所示。已知起始时密闭容器中ω[CO₂(g)]和ω[H₂(g)]、ω[CO(g)]
和ω[H₂O(g)]分别相等。请判断表示 T₁时，ω[H₂(g)]的变化的曲线是哪条？

学生：根据平衡移动原理，反应 b是吸热反应，升高温度，平衡正向移动，

因此ω[H₂(g)]会减少。所以 T₁时，ω[H₂(g)]的变化是曲线丙。

老师：正确。在温度 T₂，反应时间 20分钟时，v 正______v 逆？

学生：根据平衡移动原理，T₂时，温度更高，反应还没有达到平衡，反应速

率仍然是正反应大于逆反应，所以 v 正 > v 逆。

老师：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问。恒压 0.1 MPa下，改变原料气配比为下

列三种情况下：仅 EB，n(EB): n(CO₂) = 1:10，n(EB): n(N₂) = 1:10 进行反应 a, b，
测得 EB的平衡转化率与温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3所示。

老师：首先，请判断图 3中，表示原料气配比 n(EB):n(N₂)=1:10的曲线是哪

条？

学生讨论后，学生 3：图 3中，曲线 I表示原料气配比 n(EB):n(N₂)=1:10，因

为 N₂作为惰性气体，不会参与反应，因此其对平衡的影响较小。

老师：正确。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问，CO₂能显著提高 EB平衡转化率，从

平衡移动的角度解释 CO₂的作用。

学生讨论后，学生 4：CO₂作为反应物，参与反应 b和 c，能够减少 H₂的浓

度，同时稀释了 EB的浓度，使反应 a的平衡向右移动，从而提高了 EB的平衡

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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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很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设 Kₚ为相对压力平衡常数，其表达式写

法是：在浓度平衡常数表达式中，用相对分压（分压除以 p₀，p₀=0.1 MPa）代替

浓度进行计算。已知 A点时，H₂的物质的量分数为 0.01，计算反应 a的 Kₚ。

学生：设反应 a的初始投料为 n(EB):n(CO₂)=1:10，P₀=0.1MPa，设 EB和 CO₂
的起始量为 1 mol和 10 mol，EB的平衡转化率为 80%，则Δn(EB)=1 mol×80%=0.8
mol，平衡时 n(EB)=0.2 mol，生成的 ST为 0.8 mol。平衡时气体总物质的量为 1
mol+10 mol+0.8 mol=11.8 mol。由于 A点时 H₂的物质的量分数为 0.01，则 H₂的
物质的量为 0.118 mol，Kₚ = p(ST)·p(H₂)/p(EB) = 0.04。

老师：非常好，通过计算，我们得到了 Kₚ的值为 0.04。这道题目综合运用

了化学平衡和反应速率的知识，大家掌握得很好。

课堂互动与讨论

互动一：讨论高温低压对平衡的影响

老师：我们再回顾一下，为什么高温低压有助于提高 EB的平衡转化率？哪

个同学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学生 5：高温有利于吸热反应向正反应方向移动，而低压有利于气体分子数

增加的反应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因此，对于反应 a，选择高温低压能够提高 EB
的平衡转化率。

老师：很好，这是一个很全面的解释。记住，化学平衡的调控主要是通过温

度、压强和浓度来实现的。

互动二：探讨反应 b的催化剂选择

老师：大家觉得在实际生产中，选择什么样的催化剂来进行反应 b 会更有

效？

学生 6：应该选择能够提高反应速率并且在高温下稳定的催化剂，这样才能

保证反应 b在较高温度下进行，从而提高 CO₂的平衡转化率。

老师：对，选择合适的催化剂不仅能够提高反应速率，还能影响反应的选择

性和产物的质量。

课堂总结

老师：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深入了解了化学平衡的应用。不仅掌

握了基本的平衡原理，还学会了如何在实际生产中通过调节反应条件来优化反应

过程。同学们表现得非常好，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中继续保持这种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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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

老师：为了巩固今天的学习内容，请大家完成课后作业：

1. 请总结今天所学的化学平衡知识点，并列举两个实际生活中的化学平衡

例子，分析它们的平衡条件。

2. 完成练习册上的相关题目，特别是关于平衡常数和反应速率常数的计算

题。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练习，加深对化学平衡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课堂结束：

通过本次课程，同学们不仅学习了理论知识，还通过实际案例和互动讨论，

深入理解了化学平衡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和操作方法。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

习和实践中，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三、教研组专题研讨

下面是老师们结合变式习题学习情况进行的总结。

老师 1：说来惭愧，我在备课时，只是简单分析了二氧化碳耦合乙苯脱氢制

备苯乙烯的反应条件，并没有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化学平衡原理。通过这次讨论，

我意识到我以前并没有真正弄懂这道习题的解法，也反映了我在备课时的准备不

够充分，化学基础不扎实。今天终于彻底理解了这些反应的细节，感谢大家的无

私帮助！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加重视化学平衡的详细讲解，确保学生能彻底

理解这些知识点，而不是仅仅依葫芦画瓢。我还计划在课堂上多做一些相关的实

验演示，让学生通过实践更直观地理解这些复杂的化学原理。

老师 2：在教学中，我们需要转变教育观念，以学生为中心，有效处理预设

和生成的关系。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

们也会受到学生的启发，实现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这正是教学相长的真正含义。

例如，通过这次讨论，我发现学生在理解化学平衡时存在一些共性问题，这促使

我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并进行改进，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老师 3：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鼓励他们质疑教材和习题。当然，我

们教师首先要具备批判意识。比如这道题目中，涉及催化剂选择和反应条件优化

的部分，都需要通过深入探讨和实验验证，而不是盲目相信教材上的结论。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会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和验证知识，通过实验和实际操作来理解理

论，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和批判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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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4：高中化学有很多难题和难点，教师需要夯实自己的化学基础知识，

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好我们的学生。这道题目涉及到的化学平衡和反应速率知

识，要求我们不仅要掌握理论，还要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问题中，才能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老师 5：对于化学反应的平衡常数和速率常数的计算，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

数学功底。例如，运用平衡常数公式和计算平衡时各物质的浓度等。这些技能不

仅是高中化学教师需要掌握的，对于学生的培养也非常重要。

老师 6：信息技术在化学研究、教学研究和化学解题中有着重要作用。特别

是我们在分析复杂反应时，利用计算机模拟和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反应机制和优化反应条件，提高教学效果。

老师 7：三人行必有我师，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团队互助、团队

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教学中的难题，共同提升教学质量！在这个过程中，每位

老师都能贡献自己的特长和经验，共同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水平

不断提高，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发展。

四、结语

这道习题的研讨使我们认识到，化学教学中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

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科学探究精神。那么，应该如何发展学生的逻辑推理

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呢？

高中化学之所以难学，不仅仅是因为化学本身复杂，还有教学方法和教师自

身知识水平的影响。作为高中化学教师，我们应当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掌

握深厚的化学知识和教学技能。

教好化学，我们一直在路上！

教学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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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像相结合的专项训练

1．教学目标

教育硕士在对于高考试题的了解上，通过对案例的进一步讨论，明确化学图

像在高中化学解题中的重要地位，培养图题结合的思维，善于在图像中寻找并分

析关键线索，掌握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像相结合的相关习题，熟练运用化

学反应速率公式，分析化学平衡图像，学习化学解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提升专

业知识。

1.1适用课程

本案例主要适用于《中学化学解题研究》中解题理论、解题能力的讲述；同

时也适合《化学教学设计与实施》中化学问题解决、化学习题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1.2教学对象

本案例主要为（化学）学科教学教育硕士开发，也适用于师范类化学与应用

化学专业本科生。

1.3具体教学目标

（1）体会思维是解题的关键，图像是化学习题的重要特点；理解分析化学

平衡图像时易忽视和易错的知识点，掌握准确解决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像

相结合题的方法。

（2）感受到高中化学解题教学的难度性，体会到不断精进自身知识的重要

性。

（3）认识到图形分析的普遍规律，建立分析模型。

2.启发思考题

（1）阐述为什么化学反应速率多与化学平衡图像相结合出题，二者有什么

联系？

（2）分析解决图像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如何培养学生化学解题思维？案例中的策略有哪些？

（4）结合案例，谈谈教师想上一堂好课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3.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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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以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像相结合的化学习题的专项训练为中

心，主要包含四大板块：根据图像信息书写陌生可逆反应的方程式；挖掘图像信

息结合速率、平衡理论准确解答；根据图像信息分析多个反应的复杂平衡体系；

利用文字信息补充设计坐标图像。最后通过调研和变式进行总结。

4.案例分析

4.1案例回顾

案例以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像的 4个重点考查方向为主题研究而展

开，发现了学生对于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图像相结合的题目总是不知如何下

手，无法快速抓住解题要领，导致这类题型的得分不高。文中整理并分析了多年

的高考题型，梳理总结出该主体的四大考查方向，分别选取 1-2道经典题，依据

具体试题分别分析出解决这类题型的关键点。

1、挖掘图像信息书写陌生可逆反应的方程式。

解题关键：根据图像中的信息先确定反应物和生成物，然后根据图

像中各物质量的关系确定反应物和生成物的计量关系。

2、挖掘图像信息结合速率、平衡理论准确解答。

解题关键：把图像中的信息、可逆反应特点和勒夏特列原理三者结

合起来进行解题。

3、挖掘图像信息分析多个反应的复杂平衡体系。

解题关键：对于多个反应的复杂平衡体系，要逐一分析与问题相关的每

个反应平衡吸毒的结果，然后综合起来得出结论。

4、利用文字信息补充设计坐标图像。

解题关键：首先要看清纵轴、横轴表示的物理量，结合反应特点和平衡

移动原理，根据题中变化量与反应速率、物质的量浓度、转化率等物理量之

间的变化关系，在坐标图中补充曲线，一定要注意“起点、变化趋势、终点。”

4.2理论基础 1——提高化学解题能力的策略

1、解题的基础必须抓牢

基础知识的不牢靠，会导致日后的学习困难重重，这不利于学生学习生涯的

前行，所以做题的基础在于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例如对公式的理解与背诵，完全

的背诵与默写是不提倡的，但是必要的理解记忆是要一直进行的.记忆的重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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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放在对基础知识的把控上，在元素、公式的记忆中应该下功夫，同时在解题中

促进思维的发展是在基础知识的牢记之下进行的，在对知识的牢靠掌握之下，才

能发展出足够科学的创新性思维。

2、把握解题的第一步

提高解题能力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高审题能力，要从题干中迅速并准确的推

断出本题考察的知识点是什么，并初步形成正确的解题思路。首先要审清题型，

在拿到化学题目时，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去审清题目的题型，分析这道题目属于计

算类、实验类还是辨析类，根据题目的类型来把握其中的重点，理清自己的解题

思路.分辨题型之后，对题目当中的关键词进行提取.想要快速的解题，其核心在

于抓取关键词，这也是找到解题突破口的关键所在。

3、创新教学方式

老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为学生营造出丰富多样的教学

场景，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教师要发挥出自己的教学智慧，努力创新采取丰

富多样的教学方式，比如研究课，以研究为主，通过结合日常生活来搜集资料，

探究课题；活动课，根据教学的内容来创设出相应的探讨专题，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来翻阅资料收集相关的信息，通过小组合作相互探讨，从而共同完成学

习任务；授课课，以新知识的教学为主，通过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以自主学习

和小组学习等方式来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不同的课程类型能够满足学生不同的

学习需求，根据专题学习来划分出不同的学习方式，从而帮助学生在不同的教学

环节当中，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生在每一次学习里

都能够为下一次的学习奠定夯实的基础，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让学生能够实

现解题能力的有效提升。

4.3理论基础 2——中学化学解决图像问题的一般过程

1、初步审题，确定知识。

审题能力是解决图像问题的关键，也是“四层”中“关键能力”之一，形象

结合的问题题干一般较长，且需要将图像信息与文字信息相对应，所以需要学生

细心阅读，并在阅读中分离题干得出所需信息，将所求与所学知识进行重合。这

一部分对学生的要求较高，学生在考试中常常由于高度紧张而心烦气躁，学生在

初次阅读时如果不能提取到有用的信息，在重复阅读时就会更加浮躁，不仅无法

解答题目还会影响考试心态。所以提高审题能力是解决化学图像问题的第一步，

学生必须精细阅读，将图像中表达的信息提前标注出来，方便后续与文字信息进

行更好的对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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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取信息，图文结合。

初步审题时，已经确认了题目考察的知识点，将从图像中分析出的信息进行

标注。但有时从图像中会分析出很多信息，其中有部分信息是与本题无关的干扰

信息，所以提取信息后，图文结合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文本阅读，筛选图像中可

用的信息，联合分析，最终锁定解题知识点及方法。

3、逆向思维，检查答案。

将所得答案重新带回图像进行验证，同时反思：该图像还可以用别的方式绘

制吗？题干中哪些是迷惑信息？下次出现应该怎样避开？你能否能够一题多解

或多题一解？

4.4理论基础 3——化学平衡图像的解题原则

针对这类题特点，化学教师组结合以往教学经验基础上对学平衡图像题的类

型归纳出了以下两个解题原则。

1、“定一议二”原则

在化学平衡图象中，包括纵坐标、横坐标和曲线所表示的三个量，确定横坐

标所示的量后，讨论纵坐标与曲线的关系或确定纵坐标所示的量后，讨论横坐标

与曲线的关系。

2、“先拐先平，数值大”原则

在化学平衡图象中，先出现拐点的反应则先达到平衡，先出现拐点的曲线表

示的温度较高或表示的压强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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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堂设计

课时安排 教学内容 花费时间

第一节课

出示专题中四个经典题型，安排学

生分组解题并交流。 15分钟

针对“挖掘图像信息书写陌生可逆

反应的方程式”的题型进行讲解，

并依据此题型介绍分析化学平衡图

像的关键点。

30分钟

第二节课

引导学生总结化学平衡理论并分享

第二题的解法。

20分钟

讲解第二题，并将学生分组，挖掘

第三题中的图像信息分析出多个化

学反应。

20分钟

第三节课

讲解利用文字信息补充设计坐标图

像的一般解法，共同总结本专题。

30分钟

全班同学进行反思提升。 15分钟

6.要点汇总

解决化学反应速率与平衡图像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挖掘题目图像中的数据

信息。

首先就是要先让学生们明确图像的意义，结合图像的绘制方法、看懂 X轴、

Y轴代表的意义。知道横纵坐标的含义，如：时间、温度、压强等信息；其次要

看图像的趋势，看懂图像每条线的趋势，得出趋势性结论。通过线的走向和斜率，

判断此化学反应变化与外界条件的变化；最后，还需要看图像中的特殊点，看懂

起点、拐点、平点、终点的坐标值及其意义。观察化学平衡图像中的“重点”，

即“起点”、“拐点”、“终点”、“交点”、“突变点”等等，跟踪化学平衡图像中量

的变化。总之，看图像需结合题意，从题目要求的意义在图像中的表示入手来解

答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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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t图、c—t图

这两种图像合并讲解，是因为这两种图像所表示的均为参加反应的每种物质

的浓度或物质的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我们可以把 c—t图看成是 n—t图整体除

以了体积得到的，其图像走势十分相似，考点也几乎相同。解决这两种图像，首

先要按照“变化量之比等于系数比”、“反应物浓度在减小，生成物浓度增大”两

个规则反应方程式将相关化学方程式书写出来，再使用三段式，就可轻易解决此

类题型。但需要注意的是当题目要求计算速率，而体积又不为 1L时，在进行计

算时需要再除以体积。

2、v-t图

一般来说，该类图像表示正逆反应速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图。由图像中可以

看出反应物和生成物速率的变化、影响化学反应平衡的因素、化学平衡的移动方

向等信息。因此解决这类化学图像题目，首先套明确正逆反应速率是增大还是减

小，如果都增大的话，代表外界条件是温度升高或压强增大或浓度增大。除此之

外，还需不要观察改变条件的点是不是断点，如果是断点的话，则为温度和压强

对平衡的影响，如果不是断点的话，则为浓度对平衡的影响。最后当正反应速率

大于逆反应速率，也就是图像中，v正在 v逆的上方，则平衡正向移动，反之平

衡逆向移动。

除了这两类化学平衡图像外，常见的化学平衡图像题目类型还有转化率-T、

P图、猫爪图、积累量影响——单一影响因素关系、积累量-时间关系图、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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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含时间的影响因素关系图等等。

在解决此类图像问题时可以根据是否过原点判断初始状态是否有生成物、线

的走向判断平衡移动的方向、交点或拐点看平衡点，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平衡移

动的规律来对化学平衡的图像题进行解答。

7. 推荐阅读

[1]沈锋.数形结合 素养立意——化学反应速率与平衡图像分析探究[J].中学化

学, 2024(04): 39-42.

[2]张晶.化学课堂教学评价实践研究——以“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的教学为

例[J].新课程研究, 2024(07): 107-109+116.

[3]赵海雨,李艳妮,杨艳华,等.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部分考查分析及备考建议

——以 2018～2022全国卷为例[J].云南化工, 2023, 50(11): 150-155.

[4]李蓉 .高中化学速率与平衡试题的解题技巧[J].数理化解题研究 , 2023(25):

139-141.

[5]宋丹.化学平衡的概念与教学策略[J].数理化解题研究, 2024(12): 110-112.

[6]王靖睿.例谈化学平衡状态判断的方法[J].中学化学, 2023(12): 26-27.



53

乡村振兴——柴河初级中学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之一，旨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教育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对于促进农村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培养新型农民、推动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柴河初中作为一所位于乡村地区的初中学校，其教育教学的现状和问题对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次调研旨在深入了解柴河初中的教

育教学现状、师资力量、教育资源等方面的情况，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教育

发展提供参考和支持。

二、调研目的

1.了解柴河初中的教育教学现状，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

面的情况，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成绩等方面的情况。

2.了解柴河初中的师资力量情况，包括教师的学历、专业背景、教学经验等

方面的情况，以及教师的工作态度、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情况。

3.了解柴河初中的教育资源情况，包括教育经费、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

方面的情况，以及学校对教育资源的利用情况。

4.分析柴河初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学校的

发展提供参考和支持。

5.通过调研结果的分析和总结，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发展提供参

考和支持。

三、调研内容

1、学校概况

海林市柴河初级中学始建于 2008年 8月，是由原柴河林业局第三中学、

第四中学、第五中学资源整合形成的一所学校，校园占地面积 11，436.49 平方

米，校舍建筑面积 5513平方米。现有 18个教学班，在校生 690人，104名教职

工，其中专任教师 85名，特岗教师 11人，企业工勤人员 8人；本科学历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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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学历 35人；56岁-60岁 20人，51岁-55岁 25人，46岁-50岁 19人，41岁

-45岁 14人，36岁-40岁 4人，31岁-35岁 6人，26岁-30岁 6人，21岁-25岁

2人；省、市级骨干教师 10 人；退休教职工 155人，其中退休教师 152人，企

业退休工勤人员 3人。

多年来，学校以“巩固”、“提升”为基础，以“创新”、“发展”为主线，坚持稳

中求变、变中求进的总基调，提振工作状态，提高工作标准，提升办学品位，学

校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3年中考取得了森工系统第二名的佳绩，2014年实现

历史性突破，中考成绩位列森工系统第一。2015年—2018年中考成绩位居森工

系统前三名，2019年转隶后中考成绩连续三年位居全市前列。2022年中考成绩

实现跨越式发展，有 3人进入全市前 10名，其中刘轩晨同学以 837.75分位列全

市第一。学校先后荣获黑龙江省地方课程实验工作先进集体、黑龙江省森工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牡丹江市教育先进集体等称号。

2、学校管理机制

在学样管理机制上柴河初中实行“精细化”管理，分层落实。

一是强化责任，抓细常规管理。学校牢固确立了抓管理就是抓质量的思想，

积极在“细”字上做文章。制定了《初级中学五年发展规划》，细化年度工作计划

表，实施“挂图作战”，打造“有形抓手”。强化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学年组长、

班主任工作职责，实行全天候定时定点定人抓实管理的工作机制。压实班主任责

任，以“纪律严明、行为规范、学习投入、精神震撼”的要求抓实学生常规，加强

对学生安全教育、理想信念、心理健康、阳光体育等方面管理。

二是强化分层，抓实教学管理。学校从四个层面入手，班级层面：由班主任

牵头，组织每天早晚的双语阅读，中午的学科小练；备课组层面：利用常态化的

教研形式开展日常教学、中考研判、作业设计等教研活动，内容围绕中考知识点，

精准对重难点、易错易混点的梳理，中考复习教学经验交流等；年级层面：负责

各班教育教学管理，每周形成一份教育教学督查通报，表扬先进，指出问题，提

出要求和建议；部门层面：每天督查各年级教育教学开展情况，进班了解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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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教师作业批改、一生一策、日清周测等情况，每月形成抽样督查教学的报告，

及时通报。

三是强化示范，实施捆绑考核。实行蹲点制度，校长带头，班子成员结合分

工负责相关年级组、教研组、备课组。校长蹲点毕业年级，分管校长、中层干部、

年级组长包干班级、结合学科，捆绑考核；推行“一线法工作，走动式管理”，明

确各层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范围、管理要求和管理责任，坚持“问题在一线解决、

责任在一线落实、实绩在一线考评”的管理导向，形成管理出效益、出质量的局

面。

3、提升教师职业素养方面

在提升教师职业素养方面，柴河初中始终坚持“深度化”培训。 为了让教师

行稳致远，学校确立了“向培训要师资，在“动真”中“赋能”的队伍建设发展方向，

通过以训促学、以研促教、以赛促练、以联促建等四大举措促进教师能力提升。

一是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学校通过名优教师牵引、骨干教师撬动，推

动青年教师拔节成长。学校不仅为年轻教师选师傅、签协议，更搭平台、压担子，

持续跟进，在“面对面、手把手、实打实”的传帮带中，让教师“联”得更紧，让团

队建得更好。二是拓展教师培训形式。学校把“为了学校，在学校中，基于学校”

作为重点，建立学期初全员与岗位培训相结合、学期中通识与专题培训相结合、

学期末经验交流和成果汇报相结合的培训机制，确保培训理念人本化，培训管理

层次化，培训内容综合化，培训形式多样化的鲜明特色，为教师搭建学习展示的

舞台，确保教师素质提升。三是注重反思提升总结。在“有效课堂”教学实践中，

提倡教师“每课一反思、每单元一总结”，要求教师每上完一节课写一次课堂教学

反思，记下成功之处和改进方法，对巧妙做法留下感悟。教师通过记录和积累教

学中的体会、感悟，不断提升 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务处定期组织常规检查，

督导检查教师的备课和教学反思，汇编整理装订成册。

4、教学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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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管理方面，柴河初中坚持“精准化”教学，夯实基础，注重实效。

学校通过多种方式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及学生观，引导教师在注重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方法，关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

养成，努力营造民主、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

一是着力建构合作型课堂。为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积极性，学校大力推行小组

合作学习，按照“同组异质，异组同质”原则建立学习共同体。二是聚焦课堂，精

准教学，在提高课堂效率上下功夫。要求教师处理好教学手段与教学目标的关系，

力求“当堂任务当堂清”，做到“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同时课堂作业必须分

层次。三是实行“推门听课”制度，提升常态课质量。学校提出“节节都是公开课，

人人敢上公开课”的口号，要求教师精心备课，精准教学。校级领导带领中层干

部全部下沉教学一线，进一步了解真实的课堂教学原生态，了解学生课堂行为习

惯、小组合作的具体情况，促进教师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能力。四

是强化集体备课。充分发挥学科骨干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努力优化集体备课过程，

按“集体备课、资源共享、个人加减、课后反思”模式提高集体备课的效益，促进

教师间团结协作，取长补短和共同提高。

5、留守儿童情况

柴河初中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十分重视。开学初各班教师就调查了解留

守学生的基本信息，主要调查家庭地址、电话，家庭人口、家长姓名，父母在何

地打工、手机号码等进行了收集整理，还对家庭生活情况、家庭教育状况等进行

了了解，归类建档。同时把学校的基本要求、安全教育责任书送一份给家长，以

便加强督促管理。

柴河初中十分重视德育，将对留守儿童的德育放在首要地位。通过多种形式

的教育活动，保证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切实有效地进行。并把安全教育、法制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课及各种教育活动联系起来，使之互相补充，提高教育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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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认识，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柴河初中还开展了各种丰

富多彩的竞赛活动，不定期开展绘画、书法、作文、体育竞赛等比赛；召开了防

火安全专题教育、防震知识讲座、法律知识讲座、禁毒知识讲座等教育活动，通

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使学生受到了爱国、爱校、爱集体、爱自己

的教育，使学生知道感恩、孝敬父母、团结同学。让更多的学生都能感受到成长

的喜悦和成功的快乐，用大家庭的爱和温暖来感化留守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在欢

快和睦的氛围中度过美好的学习生活，增强留守学生的学习信心和决心。

班主任老师也会经常与留守学生交心谈心，随时掌握留守学生的思想动态，

有困难、问题及时通过心连心电话加强学生、家长、监护人之间的联系，及时把

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学生生病，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老

师都给予帮助，并利用休息时间开展帮扶家访活动，把爱心传递到每一户留守儿

童家庭中。

四、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了解了柴河初中的办学理念、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学生

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同时，我们还对学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方案。

1、调研结果及分析

办学理念先进。柴河初中坚持以“以人为本，注重个性发展”为办学理念，注

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积极推进素质教育。这种先进的办学理念为

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教育教学管理科学。柴河初中实行科学化管理，制定了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

和评价机制，注重教学过程的管理和反馈。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发展全面。柴河初中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开展各种社团活动和实

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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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2、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硬件设施有待改善。虽然柴河初中的校舍建筑面积达到 5513平方米，但部

分设施仍显陈旧，需要进一步更新和完善。这主要是由于学校历史悠久，资金投

入不足所致。

教师结构有待优化。虽然柴河初中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较高，但年龄结构偏

大，新教师比例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招聘政策及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所致。

学生家庭教育缺失。柴河初中留守儿童较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辅导和家庭

教育匮乏。这主要是由于乡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所致。

3、解决措施及建议

加大资金投入，改善硬件设施。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初中的投入力度，更新和

完善教学设施设备，为学校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

优化教师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学校应积极引进优秀新教师，优化教师队伍

结构。同时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

加强家校合作，弥补家庭教育缺失。针对学生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学校应加

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定期举行家长会、家庭教育讲座等活动帮助家长树立

正确的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同时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增强

家校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局面。

五、取得的工作进展

3、与柴河初中老师共同完成教科研项目 1项，并指导柴河初中申报教科研项目、

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推进。

4、针对人才流失严重问题，以我爱家乡、家乡建设、感恩父母、感恩学校为主

题带领春晖志愿者与柴河初中学生共同绘制宣传板报，并利用化学科普实验“喷

雾作画”，与柴河初中学生共同绘制手绘画，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让学生心存感

恩，毕业之后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5、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建立柴河初中和春晖志愿者的联系平台，为留守儿童提

供必要的课业辅导和心理疏导。并且本次助力乡村、关爱留守儿童活动被新闻媒

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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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邀请柴河初中张玉玲老师以乡村初中化学教学为主题为牡丹江师范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 2022级、2023级专业学位硕士（学科教学化学）作学术报告，并以二

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为主题，做初中化学示范课。活动中，同学们就 “中学教学中

人工智能软件对教学的辅助作用”的问题与张老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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