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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无机物复习：三步用模 提升信心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韩建丰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 黄满霞

元素无机物因其“繁多且凌乱”的特点，导致学生在高三复习阶段较难形成系统化和结构化的认知，且在前期阶段容易遗忘，对学生

复习兴趣与信心产生冲击。基于以上问题，学生可采取“知识建模→观念建模→融合应用”三步法进行梳理，自主建构元素无机物的学

习方法思维模型。

元素无机物考点梳理
高中化学课程体系中元素化合物板块（涉及教材必修1、2中大部分内容，选择性必修1、

2、3小部分融合内容）的教学可以回应课程标准的学业要求，同学们可通过元素化合物部分

的学习提升实验、逻辑思维和科学探究的能力，同时形成绿色化学意识、社会参与感及责任

感，从而提升自身化学学习品质。

元素无机物作为解决化学实际问题的载体，其考查角度丰富，如下表。

元素无机物考查整理

虽然新教材重新编排了元素化合物知识框架，但相关知识内容繁多且分散，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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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元素无机物知识体系中重要的20种元素

基于以上问题，元素化合物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提升成为高中化学学习和复习过程中的

薄弱环节。学生对元素化合物基础知识和研究思路的把握难以形成系统、结构薄弱，对化

学学科规律的认知思维进阶受到阻碍。

元素无机物的三步法复习观
化学观念表征着学生对化学学科的认知。“元素观”是对化学基本观念的统摄，课堂中

建构元素观对学生形成元素化合物学习思维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迁移价值突出。而

元素观的建立是学生模型认知能力发展的成果之一，元素无机物教学中发展学生模型认知

能力包含“建立模型→应用模型→深化模型”三个方面。

1.知识建模
高中化学必修第二册第五章（人教版）内容为工业生产中的重要非金属元素。以往学

习过程为从“存在→性质→结构→用途→制法”五个方面进行新知识的认知、梳理归纳和巩

固练习。希望学生在新教材中以“工业生产”为统摄，能够主动将知识内容进行结构化关

联，掌握元素无机物认识思路和视角。以“知识”为线索建模指以物质性质为主线，以每种

物质性质的拓展为支线。同学们可以自行创建属于自己的“知识卡片”，形成对“知识内容”

的认知，如图2。

图2“硫”的知识线索

2.观念建模
以价类二维观念为线索指以物质类别变化为横坐标，以价态变化为纵坐标，

构建某元素认知体系。价类二维观念模型最早见于鲁科版新教材（2019年），其

提高了学生对元素化合物学习的本质认知，是一种适合高中生学情，有助于学生

高效、系统学习元素化合物的重要化学学科工具，如图3。

图3“硫”的价类二维图

在建立熟悉的无机物价类二维认知模型的同时，学生强化了分类观、元素

观、转化观等化学观念，充分发展了模型认知与证据推理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价类二维观念模型的建立和熟练应用可以促进同学们自主形成对元素无机物进

行分类及其转化的化学观念，随着学习的深入便于同学们在原有知识体系的架

构上拓宽内容、发展化学思维，在后续学习中体会对某无机物或某元素无机物体

系进行价类二维分析，从而进行预测和推断，提升化学学习能力和兴趣。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形成化学逻辑，探索出研究元素无机物的基本思路

和方法，从而能够准确、科学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丰富认识角度，完成对

“认知知识形成过程的框架”建构。

3.融合应用
化学学习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线索，创设真实情境来巩固物质分类、氧化还

原反应、元素化合物、实验探究等核心内容，发展学生知识模型、观念模型的融合

应用能力。即在选定“关键物质”基础上整合“独特+普遍”性质，建立“结构决定

性质→性质决定用途”的化学思维，将知识内容与框架建立在解决真实问题过程

中，如图4。

图4“二氧化硫”融合应用

通过“三步法”模型认知水平的进阶，同学们将元素观与元素无机物的学习

和发展进行持久关联，从而使元素观在化学学习中形成底层逻辑，对物质世界认

知形成有序认识，最终有效地将知识形态分散杂乱的元素无机物学习内容，逐步

转化为自身化学学习的核心系统认知。

在高三化学总复习中，“元素无机物”模块常处于起点，虽然难度不高，但鉴

于其作为素养考察的“素材、载体、过程”，可知元素无机物是发展认识物质及其

转化的一般思路与方法，是形成新角度、拓展新深度的重要“第一步”。形成“建

立模型→应用模型→深化模型”的复习观念，在元素无机物复习中应用“知识建

模→观念建模→融合应用”三步法，也许能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建构该部分知识体

系，让复习更有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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