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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化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塔  娜 

（乌兰浩特蒙古族初级中学  内蒙古乌兰浩特  137423） 

 
摘要：新课程标准实施，新的教学思想与传统思想相碰撞，师生难以适

应新的教育模式，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教学问题。改革就是不断处理问

题的过程，当所有障碍都被清除，便是改革实现的一天。针对初中化学

教学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进行了针对性问题，提出了

几点解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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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是学生打下化学基础的时期，他们在这一阶段养成的学

习习惯，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对以后的学习尤为重要。仔细分析我
们能够发现化学课堂上的许多不合理问题，但许多教师仍不自
知，还在传统的思想和动机下坚持旧的教学模式。希望本文提出
的观点能够使更多教师觉醒，迅速投身于教学改革的行列中。 

一、初中化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缺乏学习兴趣与动机 
据课堂观察，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上存在“三无”问题。

即无目标、无动机、无兴趣，从而造成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
水平较低，动手能力差，不屑于自主学习，更懒于动脑、动手设
计实验进行探究性学习。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生刚刚接触
化学这门学科，还不明确学习的价值，没有掌握学习的方法，同
时也缺乏教师的引导。     

（二）学生缺乏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 
由于受灌输式教学的影响，学生习惯于做“存储器”或“知

识的容器”，老师教什么，自己就记什么，不愿意质疑，甚至不
敢质疑，缺乏合作学习与交流、互动的精神，只知其然，不知所
以然，抑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丧失学生的主体品质和
反思批判思维意识，使学生只能成为被动的、没有创新精神、没
有合作意识的人[1]。但学习化学，合作品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
是在探究和实验中，需要多人的相互配合，进行思想的碰撞。因
此教师决不可认为化学教学就是要交会学生知识，忽略对合作探
究意识的培养。 

（三）部分教师缺乏改革动力和信心 
面对新课程、新理念、新方法，教师普遍感到有必要提高自

身素质。但面对以上几点现实问题，又不知如何是好，互相观望，
只是偶尔尝试，没有全面展开，以致改革动力缺失及信心不足。 

（四）教学过程设计有待加强 
多数教师的教学设计难以体现新课标要求，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难以统一，或教师活动多（即讲的多）；或学生活动多；或
学生的活动形式单调古板；难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科学的教学过
程，章节复习课形式单一，效率较低，板书设计欠科学。这直接
导致了学生学习兴趣低，课堂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进度慢。 

二、解决初中化学教学问题的策略  
（一）以学生为主体 
以化学知识为载体，全面融合能力、方法、情感、价值等方

面内容。重视探究的过程性学习，渗透科学方法的教育，重视德
育，渗透人文教育。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为根本原则，改革教学
评价，全面评价学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增强信心，促进
发展。经过初中学习，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
会生存和发展[2]。教师只有树立了这样的目标，才能使化学教学
令学生们大为受益，才能真正将课程标准落到实处。   

（二）适时采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是充分体现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教学模

式，也展现出了他们作为课堂主人翁应该具备的思考、探究、动
手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应该成为化学课堂上的常态，使学生适应
没有教师干预的学习模式。很多常识性内容，教师设计出问题提
纲，然后让学生分小组学习、讨论、交流、总结。分小组时注意
好差搭配和男女搭配。如《碳单质》这一课题，教师画一个表格，
从色态、硬度、导电性、吸附性、组成、用途等方面让学生自主

学习填表、小结， 后教师补充。实践证明，学生的注意力、兴
趣、记忆程度、课堂气氛要比教师传授介绍好得多。    

（三）注重情境创设 
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我教学设计的水平，优化课堂，为

学生带来更为享受的学习体验。创设情境在化学课堂上的实践和
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它的直观性和趣味性都较强，对学生能
够起到有效的吸引作用，但同样也对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有着较
高的要求。多媒体教学能让学生触景生情，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
创设一些教学情境，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如模拟下酸雨时
的情景：树叶、蔬菜、建筑物、金属制品、雕像、水中的鱼、恐
慌的人们等，扣紧学生心弦，继而提出什么是酸雨？从哪里来？
怎样防治？带着疑问学习《使用燃料对环境的影响》这一课题。
又如，虚拟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出现在坟地上方的“鬼火”，引
出什么是“鬼火”？它是怎样形成的？进入《燃烧与灭火》一课
的学习。这样的情境教学具有很强的实效性。     

（四）以故事、悬案、谜语开课 
利用好学生刚刚接触化学的这一关键时期，通过有趣的教学

活动，培养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对后续教学的顺利开展以及学生
的积极参与都是有效的。教师可以利用化学的特性，引入一些故
事和案例，让学生感受到化学的神秘和魅力。。如以狗死洞中的
故事引入《二氧化碳与一氧化碳》的学习；以一场大火后珠宝店
里钻戒不见了的悬案引入《碳的化学性质》一课；看不见，摸不
着，没有颜色，没味道，生活时刻离不了，请问它是谁？引入《空
气》一课的学习。这样开课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积极
思考和探究[3]。 

（五）以科技活动为载体联系生活 
将教学联系生活是培养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也是化学这门学

科应具有的教育特征。如学了《燃烧》后，让学生去讨论：家里
炒菜的油锅着火了怎么办？汽油桶里的汽油着火了怎么办？房
屋着火了怎么办？电器着火了怎么办？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知识从实践中产生，也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三、结语 
总之，初中化学实验教学诚然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与不足，作

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更需要勇于探索、积极进取，以极大
的热情投入到改进与完善的过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保障化学实验教学的 佳效益，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化学
实验培养学生科学实验方法以及科学学习态度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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