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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略论在化学教学中如何积极开展探究式教学  
◆王  伟 

（西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在新课标改革的感召下，改变高中化学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迫

在眉睫。本文从创设问题情景，激发探究欲望、引导自主探究，培养探

究能力、开展交流评价，深化探究能力三个方面对高中化学探究性教学

进行了阐述，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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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是整堂课以老师单纯灌输知识，学
生被动接受为主。由于方法单一，所以学生课堂效率不高，从而
影响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新一轮的课堂改革中，将转
变落后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提出以“科学探究”为主的多元
化学习方式作为课堂改革的突破口。所谓“科学探究”教学就是
要学生积极主动获取知识，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进行实验验
证得出结论并进行交流的实践性教学活动。那么，如何在高中化
学教学中实施探究性教学呢？ 

一、创设问题情景， 激发探究欲望 
情境创设是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重要手段，恰当的情境创

设会在“教材-情境-教师-学生”之间形成积极多向联系，使教
学活动迅速地进入高效的学习空间，尤其是创设问题 情境，能
引起学生知识结构上的不平衡，造成学生心理上的悬念，从而唤
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自主地去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1、通过生活实例创设探究情境 
化学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选择日常生活中的化学实

例作为探究性教学的切入点，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又能增强学生
的实践意识。例如：在“氯气的性质”教学前，播放 2005 年重
庆市消除氯气泄露的记录片，要求学生看后讨论氯气表现出哪些
性质；在“铝的性质”教学前，让学生罗列铝制品在生活及生产
中的应用来归纳铝的有关性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通过化学实验创设探究情境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用实验创设情境，借助实验步

步探究，发现本质是探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促进学生理性思维
和发展科学探究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可以通过演示实验，
调整实验步骤，改进实验等方法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例如：
我们都很熟悉的“蔗糖变黑面包”的实验，就是将趣味性、科学
性、探究性于一体的好素材，从该实验的每个现象入手，提出疑
问：为什么变黑？体积膨胀、疏松多孔的原因是什么？等等，为
学习浓硫酸的脱水性及与炭的反应创设了问题情境. 

3、通过材料阅 读创设探究情境    
在探究教学中，让学生运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阅读理解教材现

成或教师给出的相关材料，教师利用材料中的内容发掘出问题，
创设探究情境，使学生明确学习任务。例如：在阅读硫酸的工业
制法原理文字内容和主要设备流程图，可发掘出以下一些问题，
引导学生理解这一生产过程 ，如第一阶段：为什么黄铁矿在煅
烧前要粉碎？反应物中没有液体为什么叫“沸腾炉”？为什么要
净化炉气；第二阶段：为什么要用上下多层催化剂；第三阶段：
为什么三氧化硫气体与浓硫酸要逆向流动？等等，引导学生去积
极探究。 

二、引导自主探究，培养探究能力 
在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后，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是搞好

探究性课堂教学关键环节。自主探究 过程是学生自由、独立地
去分析推理、设计实验的过程，而教师则成了学生探究的服务者，
这样不仅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关系，而且大大地激
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严密性，培养其探究能力。同时教师应
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敢于让学生去思考，去实践，引 
导学生积极地投入到自主学习和探究的活动中。学生开展自主探
究时，分析推理和开展化学实验是实施问题探究的两个重要途
径。 

1、分析推理，是科学探究的重要方法 
学生可以利用已有但未得到深化和运用的知识，积极思考开

展讨论，以达到共识。例如，在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中（如
S+HNO3（浓）→H2SO4+NO2↑+H2O），学生采用的观察法基于质
量守恒定律，由于反应式中 H、O 原子个数无法同时确定，因此
造成了思维障碍。此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还有什么守恒关系可以利用？学生通过分析和讨论、很容易发现
氧化还原反应存在着得失电子守恒关系，学生将此定律应用于配
平上，则较顺利地完成了方程式配平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教师
引导学生总结出配平氧化还原方程式的原则、步骤及注意事项，
从而顺利掌握这一配平方法。 

2、设计实验，是科学探究的主要手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利用化学的学科优势，引导学

生设计实验方案，检查知识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化学探究的主要
方法。例如，通过“蔗糖变黑面包”这一演示实验探究出炭与浓
硫酸的反应产物中存在气体，如何知道存在的是什么气体，可以
让学生设计实验来推测验证。又如：讲硝酸的氧化性时，演示浓、
稀硝酸分别与铜反应：稀硝酸与铜反应后的溶液显蓝色，浓硝酸
与铜反应后的溶液则显绿色。同样是硝酸铜溶液，为什么会出现
绿色呢？难道与生成的红棕色气体 NO2 有关？学生可相互讨论
并设计实验进行探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与讨论， 后我们师
生共同选出三种实验方案：1、取适量的 FeCl3 溶液与蓝色的 CuSO4

溶液混合，观察颜色变化。2、加热浓硝酸与铜反应后的试管，
并把产生的气体通入稀硝酸与铜反应后的试管，观察两试管颜色
的变化。3、向一支试管中加一块较大的铜屑，用分液漏斗滴加
浓硝酸， 后使铜有剩余，再观察反应后溶液颜色。 后，我们
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结论：浓硝酸与铜反应后的绿色溶液是黄色和
蓝色叠加形成的复色。经过这一系列的实验设计，不仅扩展了学
生的思维空间，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三、开展交流评价，深化探究能力 
交流、评价就是教师要引导学 生将探究中所采取的各种方

法、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归纳，要求用简练的语言或图表加以整
理和重组，并进行充分交流，相互评价。这样就为同学间创造相
互帮助的机会，在交流和评价中得到提高和完善。如对前面有关
盐类水解的规律，可用“有弱才水解，无弱不水解，谁弱谁水解，
谁强显谁性”等短语进行概括。交流、评价是探究性教学持续运
作的保证，在学生通过分析讨论和实验探究获得新知识的基础上
教师因势利导组织学生进行交流评价总结，使学生的探究得到进
一步深化。 

实践表明，在化学课堂教学中 实施探究性学习能 大限度
地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
做，在“主动”中发展，在“探究”中创新，伴随新课程改革的
全面进行，探究性教学的实践将越来越丰富，它将成为高中化学
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之一，是高中化学课程 开发的一块肥沃的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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