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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师生互动有效性探讨

胡玉晶

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学校　吉林　长春　130051

摘　要：学好化学对日常生活、工作有很多好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需要运用到化学知识的地方。基于此，本文将探讨在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如何促进师生有效互动。采用重视学生主体性地位的互动式教学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初中化学教学

效率，让学生在学习化学的同时，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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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知识有一定抽象性，初中学生刚接触化学知识时

可能会感到陌生，很难形成较高的兴趣。由此，非常有必要

深入探究如何让初中生提高学习化学效率。在互动式教学中

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化学知识解释现实

生活的各种现象，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让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一、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互动式教学的必要性

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化学的反应公式、化学现象以及

化学符号都是抽象的，在他们刚接触原子、原子时，很容

易对死记硬背这些知识产生逆反心理。由此，初中化学实

验教学中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能够让学生实现更为高效

的学习。

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够见到的酒精消毒、白醋除垢其

实都是化学现象。但是大多数学生并不了解其中的奥妙，更

不了解其中所涉及到的化学知识。此时通过互动式教学就

能够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教师在学生思考后再进行专业的讲

解，或者通过实验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同时

这能够促进学生实际生活中运用化学知识。

其次，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化学实验中所涉

及到的知识点往往是必考点。传统的教学方式是由教师做实

验，学生观察、做笔记，非常枯燥。互动式教学模式，则强

调让学生动手操作，整体实验步骤。教师仅充当指导的角色，

主要以启发学生思考、动手为主。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新

课改，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也取得较好的成果。但是其中也呈

现出系列问题。特别是在实验环节，师生互动存在较大不足，

不利于学生自主、积极学习化学知识，由此影响初中化学教

学效率，提高学习成效。由此，广大初中化学教师应该积极

思考如何促进师生互动，提高教学效率。

二、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师生互动的不足之处

（一）互动方式单一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通常以实验提问的方式进行互动的。

教师往往只能一对多的提出问题，很难保证所提出问题的目

的性、针对性。可以理解为不能针对所有学生提出相应的问

题。此种单一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实验教学时，教师无法充分

了解所有学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创新化学教学的大环境

下，此种单一的互动方式更显示出诸多不足，不利于学生主

动、积极参与化学实验，继而影响化学实验的教学效率。

（二）互动内容浅显

表面上看，很多初中化学教师为了调动学生的热情，

故意设置较为浅显的问题。由于此类问题没有问题，学生不

加思索就可回答了。显然，此种方式，导致初中化学实验失

去了互动价值，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化学思维方式。

（三）互动对象片面

很多初中教师的实验教学理念老套，存在严重的应试

性，表现为仅重视与表现良好、成绩好的学生互动，而忽视

了与后进生的互动，即表现为教师与优生的互动，而大部分

学生，特别是差生不能参与互动。如此一来，也许优生得到

成长与进步了，但是差生的兴趣会越来越差，越来越不想学

习了。

（四）互动评价宽泛

当前很多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习惯以短语式的方式

评价学生的回答，比如“回答得很对”、“很好”等。此种

回答缺乏情感，学生所得到的反馈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却

不知道为什么正确，还存在哪些不足。部分教师则习惯以生

硬的语气，没有情感的与学生交流，很难让学生对化学知识

产生浓郁的兴趣。部分教师，甚至无视同学间相互嘲笑、讥

讽。上述这些情况都很难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被关爱、被尊重

的感觉，由此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三、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师生互动改良的对策

（一）师生多元互动

正如上文所述在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师生互动是非

常重要的环节，其关乎化学教学效率，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效

果。初中教师，应该正确把握互动的技巧，提高实验互动的

有效性。比如在提出化学实验问题后，可让学生组成小组讨

论。小组形成答案后，再由小组派代表上台回答，实现师生

互动。当然了，教师应该特别注意“透明人”学生，针对此

类学生可单独提问。

比如某化学教师在执教“奇妙的二氧化碳”时，提前

准备一瓶雪碧。今天我们就要做个实验，接下来，我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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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学和我一起完成实验”。同学们踊跃举手，老师让其中

一个同学上台打开放在讲台上的雪碧，同时将一个空瓶子倒

掉在上面，搜集气体。完成后，又邀请一名同学将石灰水倒

入瓶内。约莫一分钟不到时间，瓶子中的石灰水发生变化了。

此时，化学老师又提出问题：“你们看到石灰水变化了吗”？

学生回答“水变浑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

为石灰水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了，这说明刚才我们搜集到了

二氧化碳气体。”类似于上述实践，能够让师生充分互动，

让学生积极参与整个实验过程。

（二）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

实验教学中，初中化学教师应该尽可能的多提实验问

题，而且是要有启发性的，这样有利于学生化学思维的形成。

比如在“在食醋跳舞的鸡蛋”的实验中，教师可提出诸如为

什么会有这一现象以及鸡蛋壳成分是什么等问题。学生通过

这些问题进行循序的思考，最终能够相应的形成学习化学的

模式。

教师可在备课环节就建立变戏法的环节，让学生对课

堂学习产生浓郁的兴趣，以达到活化课堂氛围的作用。提前

将酚酞滴入墨汁之中，之后在白纸上写字。同学们惊奇的发

现，明明看到老师写字了，可是纸上却看不到字迹。此时学

生的好奇心就会被调动起来了。趁着学生还不知其所以然，

喷酒了喷洒氢氧化钠溶液的白纸奇迹般的显示出之前教师

所写下的字。此时，课堂更有趣了，教师可趁热打铁向学生

讲解碱、酸变化的常识。此种方式，能够让学生实现高效的

学习，引导初中生主动探究酸与碱的常识问题。

（三）坚持平等互动

初中化学教师一定要秉承师生平等互动的理念进行实

验教学，不要过分关注优生，而冷落了学困生、后进生，在

进行师生互动的整个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无类别、无差别”

的理念，教师所要做的是让学生体会到来自教师的尊重。化

学学习的氛围越公平，越有利于避免班上学生成绩两极分化

的情况。

传统的初中化学阶段学习倾向于通过小队协作的教学

方式，促进师生相互沟通、了解，从而促进教师直观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在组队协作时，应该

确保每支队伍都包含各个层次的学生，即学习水平相近。由

此，要求教师提前了解学生的特征之后在组队。通过此种方

式组成的小队伍更能够充分发挥互助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氛

围，促进学生相互影响，共同学习。这也有利于学生专注于

学习本身，从而促进学生真正提高教学成绩。

比如在关于氧气常识的教学工作中，可提前让学生准

备塑料袋，课上指导学生向塑料袋子吹气、吸气。完成实验

后，要求学生以小队为单位进行分析，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

看法。整个学习气氛快乐、放松，师生间畅通的交流、互动，

在学习氧气化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主动探究的能力，这

些对学生日后更好的学习化学有较大的裨益。

（四）培养师生平等和谐关系

教师要始终保持耐心与爱心与学生沟通，只有这样师

生才能有效互动。在实验评价方面，教师也应该适当掌握相

关技巧，比如在面对学生错误时，需要批评学生，最好不要

直接批评，而是要委婉一些。同理遇到表现优秀的学生，表

扬也要有所保留空间。引入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比如学生互

评、自评等，这能够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评价。整个过程中，

教师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营造良好的氛围，与学生下等相互，

并做好辅助、指引等工作。

由于教育条件、教育模式等客观限制，当前初中化学

实验教学尚存在仅由教师进行操作，而学生观察、记录的情

况，这很难让学生形成深刻的印象。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

教育改革，增加教育投入，各方面的设施持续完善之中。很

多学校已经有条件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了，由此建议教师以

小组为单位，积极创造条件、机会，让所有学生都参加实验

课，亲身感受实验现象，让学生更为直观的理解化学知识。

比如在关于“碳酸钙与盐酸”的这反应实验中可观察到碳酸

钙快速溶解后，形成气泡，而蜡烛正是被该气体所熄灭的。

在传统的教育中，学生一般是没有机会参与实验的，学生缺

乏动手的机会，学生的动手能力也较差。另外，很多学生根

本就看不到溶解碳酸钙的过程，甚至看不到气泡形成，就很

难形成深刻的印象了。基于此，建议教师充分创造机会，让

学生动手实验、操作，让学生近距离的观察现象。当然了，

如有条件也应该给予学生机会，让他们进行发散性实验，进

一步扩展化学知识范围。

四、结语

总之，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师生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应该基于平等的原

则深化师生互动，提高化学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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