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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模型在高中化学教材分析中的应用探究一以离子反应为例
赵丽娜，崔雪梅

(吉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ISM模型(解释结构模型)可以将复杂的教材内容结构变得层次化、简明化、有序化，为教师进行教材分析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本文以离子反应为例探究[SM模型在教材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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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M模型简介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简

称ISM)是1973年由美国John Warfield教授为分析复杂的社会

经济系统问题而开发的一种方法，ISM模型能将复杂的系统分

解为若干子系统(或要素)，利用矩阵计算方法以及计算机，将

系统转换成一个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其优点是可用于分

析和揭示复杂的关系结构，将系统中复杂要素关系分解成简

单、有序的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式。因此，利用ISM模型分析教

材可有效地实现教材内容的结构化、有序化，从而帮助教师全

面、清晰地把握教材结构与内容。

ISM模型解决问题的实际流程包括三种，即五步骤法。2 1、

四步骤法"。和三段式。4。。具体步骤是：首先通过分析教材，提

取知识要素，其次根据要素问的关系，利用矩阵计算划分层级，

绘制结构模型，最后应用解释结构模型确定教学过程。

2教材分析的重要性

教材分析是教师教的前提和基础，是学生学好的关键。5。

通过教材分析可以完成知识形式的转化，帮助学生建立知识体

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还可优化教学设计，有利于教

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对于新人职的教师而言，由于缺乏经验，在处理教材和新

旧知识的衔接方面存在欠缺，所以在进行教材分析时容易忽略

知识的整体性及发展性，在教学过程中导致照本宣科，机械地

教。然而对于经验丰富的教师而言，由于具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在教材分析时对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良好地把握。这样的

教材分析有利于教师教学过程中创造性的发挥，但由于教师具

有不同的教材观，所以教材分析差异过大，不利于挖掘教材中

的隐性知识、对教材层级结构地把握。

ISM模型是一种系统化的概念模型，可较好地处理多样化、

层次化的复杂结构，并利用各要素间的关系揭示系统的内部结

构。利用ISM模型分析教材，可有效克服上述教材分析的弊

端，使教材内容结构层次化、简明化、有序化，为教师的教材分

析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3 ISM模型的应用探究
以高中化学必修一第二章第二节离子反应(人教版)为例

分析ISM模型在教材分析中的具体应用。

3．1 分析教材，提取知识要素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是确定教学目标的重要

依据，也是教师进行教材分析的着手点。在进行教材分析时，

教师应考虑如何培养学生的三维目标。从本节内容中提取出

14个知识要素。

3．2确定各个要素间的关系

教师在进行教材分析时，不仅需要考虑教材的课程内容安

排，明确预备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联系，还应考虑知识间的内

在关系，确定教学思路，开展教学活动。

3．3利用矩阵计算划分层级，绘制解释结构模型

首先，将所得各要素间的关系示意图转化为目标矩阵。在

矩阵中，横列表示高级目标(新知识)，纵列表示低级目标(预备

知识)，其中新知识与预备知识间存在联系的对应位置设置为1，

不存在联系的对应位置则为空白。在所得的目标矩阵中，高级

目标1、2、3、4、5、11、12下无对应的低级目标，所以1、2、3、4、5、

11、12为最低层级目标，称之为第一层目标。其次，将目标矩阵

纵列的1、2、3、4、5、11、12的横列上的1设置为空白，得到剩余矩

阵，观察剩余矩阵，发现高级目标6无对应的低级目标，则6为第

二层目标。继续计算划分层级，直到得到空白矩阵为止。最后，

根据上述的矩阵计算以及分析，绘制出层级分布表(表1)。

表1层级分布表

层级 要素 层级 要素

第一层级 1、2、3、4、5、11、12 第四层级 10、14

第二层级 6 第五层级 13

第三层级 7、8、9

由层级分布表及各知识要素间的关系示意图，得到各个知

识要素关系的解释结构模型(图1)。

图1 解释结构模型 (下转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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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在全国的开展，它必将在不就的将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2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途径

2．1 从思想上提高对创新创业的认识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将以当前的经济形势，经济发展趋势

和社会发展需求为依托，以第二课堂教育活动为主要途径，培

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意识，树立正确理念，让学生明确自

身定位，有意识的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创新创业梦和中国

梦紧密相连，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学生深人理解创新创业的内涵，提高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通过邀请成功人士进行讲座或者向大

学生宣传成功人士的创业经历，提高他们创新创业的信心；引

进相关的专业管理测试软件，为学生们提供便利，鼓励学生利

用各种资源对自己进行恰当的评价；明确个人兴趣爱好，充分

发掘个性和潜能，进一步丰富创新创业的精神和内涵；有机地

将课堂和创新创业联系起来，在第二课堂的活动中形成一套自

己独特的创颜创业理念H J。

2．2积极开展形式各样的创新创业活动

教学活动中，有意识的加重实践教学的比重，提高学生的

动手能力，根据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的相关安排，依托校园社团，

结合课堂教学，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竞赛活动，如挑战

杯、数学建模、各类专业竞赛、职业资格认证等，提高学生对职

业的认知。拓展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强化训练，通过搭建多层

次平台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

活动；充分发挥社团的作用，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科研讲座，培

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提高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鼓励学生将课

堂所学内容与专业实习和创新实践相互结合，推动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顺利实施∞’。

提供条件，为学生开设创业实训公司。根据个人能力情

况，参与的学生可以组建团队，成立公司。组建公司及以后创

新创业活动和经营公司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对参与学生

进行全方位培训，提高他们的参与感。同时，多活动中所涉及

问题应定期在课堂上总结并阐述，并流出一定的时间让参与的

成员进行交流、自由讨论。

2．3 为学生创造浓厚的科研氛围

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况和当前的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市场需

求，设置“第二课堂”，所设置的课程不仅能反映教学内容中各

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且能反映“第二课堂”自身的教学规律，

并符合专业特点及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他

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较少，不具备独立进行科技开发的能力，

因此可针对他们所学的专业以及兴趣，邀请专业老师结合自己

的科研情况开展一些论坛或者学术类讲座活动，使其对老师的

研究方向和内容有一定了解。对于高年级学生或者动手能力

较强的低年级学生，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国家、学校、院系组织的

各种科研活动、创新实验和科技大赛等。在第二课堂中，学生

围绕自己的研究任务分工合作，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尽早进入

实验室，与课题组研究生积极交流，课题组成员定期进行交流、

讨论、总结∞。。教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技术

指导和支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指导教师可采取灵

活的培养方式，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点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和

运用所学知识处理各类问题的能力。将教学过程与第二课堂

相结合，可形成从低年级、高年级到研究生的创新梯队及连续

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3结语

利用第二课堂参与科研与创新是当前高校主要采用的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它是高校主动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加速创新人才培养、贡献社会以及自身发展，对培养

创新型人才、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深化高校本科教育体制改

革等都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雅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对策与建议[J]．江西

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29—31．

[2]杨安，夏伟，刘玉．创业管理一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周茂军，杨新策，马沁怡，等．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J]．科教文汇，2016(7)：27—28．

[4]张秀萍，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J]．继续教育研究，2014(10)：77—79．

[5]陈兴旺，刘杰，钟媛．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长效机制探

究[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4(6)：60一63．

[6]于亚男．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方法[J]．高教学刊，2015

(22)：10—11．

(本文文献格式：李秋红，李蛟，王卫伟，等．基于第二课堂的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J]．山东化工，

2017。46(17)：144—145．)

·ShS曼·S芒·S芒砖曼．昱芒心E·S曼．毫芒砖芒．昱“SE心￡．毫￡砖芒心E心曼砖芒．曼鲥曼心细宣E越￡心hSE心曼．毫已心E心踟鱼“l已．毫曼越￡心∽“S￡砖当心E心当d“S曼心芒砖芒心￡砖E心￡．昱芒．昱芒

(上接第143页)

ISM模型不仅使原本复杂的知识内容变得简单、有层次，还

可使教师更加全面地把握教材内容，构建知识体系，同时也为

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地实施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3．4确定教学过程

ISM模型使教材的内容结构变得层次化、有序化，帮助教师

理清教学思路，设计合理的教学过程坤o。

4结束语

教材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

重要依据。教材分析有助于教师理解教材，超越教材，达到用

教材而不是教教材的目的"]。ISM模型可使得教材的内容结

构变得层次化，有序化，有利于教师编写教学设计，开展教学活

动，同时也为教学分析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而有效提高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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