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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海洋化学

    了解海洋化学资源和矿物资源，了解我国水资源的状况，知道如何从海

水中提取对我们有用的化学物质；了解工业流程如海水晒盐，海水提镁，海

水提溴等；理解人类应保护海洋生态，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课程目标

知识与技能



校本课程：海洋化学

    以海水为载体提炼出对生活有价值的东西。如海水提盐、海水提溴、海

水提镁、海带提碘、模拟工业制纯碱等等，在实验室中模拟这些工业方法，

并请同学们亲自动手实践。了解保护海洋环境的方法，从身边的事做起将保

护海洋环境付诸行动；掌握通过互联网搜集信息、自主学习的方法。

课程目标

过程与方法



校本课程：海洋化学

    培养学生热爱海洋的情感，建立对我国领海的主人翁意识；建立合理开

发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的责任感。

课程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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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海洋化学



校本课程：海洋化学

    教学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唤起学生对“海洋与化学”的求知欲。在

此基础上，要努力让学生的收获超越认知层面——不仅仅是获得了知识，还

真正从情感层面热爱海洋、向往海洋，唤起他们对保护海洋生态的责任感，

最终影响到学生认识人与环境如何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层面。

课程实施建议

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和提升



校本课程：海洋化学

    要避免“讲”知识、“讲”环境保护，却只说不做。鼓励学生动手探究

和实践；鼓励学生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宣传保护海洋环境，

普及保护海洋环境的知识。让学生体会到：要积极尝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只要勇于把想法转化为行动,创造性克服行动中遇到的困难 。

课程实施建议

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行动能力



校本课程：海洋化学

    以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为主，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方面的引导和实

践行为的推动。具体为：实验操作占70%、分组交流汇报时的表现和其它平时

表现占30%。。

课程评价



课程内容——活动样例（以“海水淡化”为例）

学生上网查找海水淡化资料，梳理并展示讲解

教师进行补充、点评

学生通过实验进行海水淡化

学生设计实验（如何检验海水淡化前后离子的变化）

学生自制太阳能简易海水淡化装置并通过实验数据改进实验装置



课程内容——活动样例（以“海水淡化”为例）

装置图1得到的淡水量

海水淡化装置图2 装置图2得到的淡水量



课程内容——活动样例（以“海水淡化”为例）

                                          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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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活动样例（以“海水淡化”为例）



课程内容——活动样例（以“海水淡化”为例）

改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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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活动样例（以“海水淡化”为例）



课程内容——活动样例（以“海水淡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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