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化学课程的学习！

依据《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化学课程分为

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三大类。其中，必修课程是普

通高中学生发展的共同基础，努力体现化学基本观念与发展趋势，促

进同学们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是全

体同学必须修习的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包括“化学反应原理”“物

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三个模块，培养同学们深入学习与

探索化学的志向，引导同学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化学科学、了解化学研

究的内容与方法、提升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水平，是同学们根据个人

需求与升学考试要求选择修习的课程。选修课程包括“实验化学”“化

学与社会”“发展中的化学科学”三个系列，面向对化学学科有不同

兴趣和不同需要的同学，拓展化学视野，深化对化学科学及其价值的

认识，是同学们自主选择修习的课程。

依据《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理念和要求，

我们编写了本套教材，力求选取最具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价值的素

材，按照科学、合理、有效的学习进阶，安排学习内容，设计学习活

动，引导同学们学习最为核心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最有价值

的科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态度，达成“宏

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等方面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的发展目标。

本册为选择性必修 1《化学反应原理》教材。在学习本册教

材的过程中，同学们将以必修课程为基础，遵照选择性必修课程

标准，围绕“化学反应与能量”“化学反应的方向、限度与速率”“水

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三大主题，探索化学反应的规律并用以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认识化学变化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并形

致同学们致同学们

1



2

成关于物质变化的科学观念，领略化学反应原理的应

用对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文明所起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本册教材的呈现形式保持着整套教材的特色：每

节开始设置“联想·质疑”栏目，铺设情境，提出问

题，为同学们的探究学习做好铺垫；通过 “观察·思

考”“活动·探究”“交流·研讨”“迁移·应用”

等活动性栏目组织同学们进行自主探究和开展合作

学习，并利用“方法导引”栏目对有关活动进行有效

的指导；利用“资料在线”“拓展视野”“身边的化

学”“化学与技术”等资料性栏目丰富同学们的知识、

拓展同学们的思路；每节的“练习与活动”及每章的

自我评价分为“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

新”三个层次，提供精选习题和有关活动，以提升同

学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迁移应用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每章在“本章自我评价”

中列出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重点和学业要求，以

便于同学们据此检查自己的学习情况；每章设置一个

微项目，开展项目式学习，引导同学们面对实际的化

学问题，学以致用，实现所学知识向关键能力和核心

素养的转化。

本册教材共 3 章，每章各有 4 节和 1 个微项目，

全面反映了选择性必修课程“化学反应原理”在发

展同学们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方面的要求和学业要求。

相信本套教材能够成为同学们认识化学科学、

学习化学学科的好帮手，为同学们在学校的组织和老

师的指导下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提高学业水平，

打下坚实的基础，开辟广阔的空间。

第 1章

从物质结构的角度看，化学反应的

实质是旧化学键断裂和新化学键生成，

因此化学反应几乎都伴随着能量的释放

或吸收。从煤、石油、天然气燃烧产生

的热能，到各种化学电源产生的电能，

化学反应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能量都是人

类社会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反过来，

通过化学反应将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化

学能，化学又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五彩缤

纷的物质世界。

化石燃料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能源，

但这一能源目前已显现出一些严重的问

题，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一是，

现在人们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

石燃料日渐枯竭；二是，这些化石燃料

的大量使用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提高

现有的化石燃料等能源的利用率，不断

开发新的清洁能源，已是摆在人类面前

的重大课题。化学科学能为解决能源问

题提供有效途径和科学方法，因此，研

究化学，不仅要研究化学反应中的物质

变化，还要研究伴随着物质变化而发生

的能量转化。

第 1节　化学反应的热效应 

第 2节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电池   

第 3 节　电能转化为化学能——电解   

第 4 节　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微项目　设计载人航天器用化学电池

　　　　与氧气再生方案

           ——化学反应中能量及物质的转化利用

本章自我评价

化学反应与
     能量转化

第 2章

为什么氢氧化钠与盐酸混合即可自动

发生反应生成氯化钠和水，而氯化钠与水

混合却不会自动发生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和

盐酸？用氢气和氮气合成氨时，即使氢气

和氮气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3∶1，它们也不

能全部反应，这是为什么？氢气与氧气的

混合物一经点燃立即发生爆炸式反应，但

在常温下氢气与氧气却能长期共存，这又

是为什么？以上问题的解决分别涉及化学

反应的方向、限度与速率问题。

如何判定一个化学反应在指定条件下

能否发生，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发生，

涉及的是化学反应的方向问题。一个可能

发生的反应进行的程度如何，在允许的情

况下如何通过改变反应条件获得尽可能高

的原料转化率，涉及的是化学反应的限度

问题。对反应的方向和限度的分析完全是

理论分析，它只能指出反应发生的可能性

和趋势，并不能说明该反应能否实际发生。

一个反应的实际发生还涉及化学反应的速

率问题。事实上，实现原料的高转化率和

反应的高速率所需要的条件往往是相互矛

盾的。在依据化学反应进行实际生产时，

不应片面追求高转化率或高反应速率，而

应该选择以较高的反应速率获取适当转化

率的反应条件。

化学反应的
方向、限度与速率

第 1 节　化学反应的方向 

第 2 节　化学反应的限度

第 3 节　化学反应的速率

第 4 节　化学反应条件的优化

　　　　——工业合成氨

微项目　探讨如何利用工业废气中的

　　　　二氧化碳合成甲醇

 　　　　——化学反应选择与反应条件优化 

本章自我评价

第３章

在地球演变与生物进化的过程中，

水承担了重要角色，水溶液的作用也无

可替代。

无论是在自然界里，还是在工农业生

产和科学研究中，许多重要的化学反应都

需要在水溶液中进行。而谈到水溶液，人

们往往会联想到许多问题。例如：

物质溶于水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物质在水中是如何存在的？

物质在水中会与水发生怎样的相互

作用？

物质在水中的反应有哪些规律？

……

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作

为溶剂的水自身具有什么性质，然后需要

探讨加入溶质后水与溶质之间会发生什么

相互作用，进而研究水溶液中溶质之间会

发生什么反应。事实上，溶质在水中既

可能电离——溶质是电解质，也可能不电

离——溶质是非电解质。本章讨论的对象

只限于在水溶液中能够电离的溶质——电

解质。

物质在
水溶液中的行为

第 1节　水与水溶液 

第 2节　弱电解质的电离  盐类的

               水解

第 3节　沉淀溶解平衡 

第 4节　离子反应

微项目　揭秘索尔维制碱法和侯氏制

        碱法

            ——化学平衡思想的创造性应用 

本章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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