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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学中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
李棠禄

（广西百色高级中学，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有条不紊地实施，培养学生高阶思维逐渐成为高中化学教学的新目标，不断优化思维训练方式，提升学生理性思维、

辩证思维、探究性思维等能力。高中化学教师要围绕单元知识点设计问题链，激发学生思维火花；精心设计探究性实验，引领学生合作探究；

积极组织小组合作学习，鼓励学生合作互评，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育；创造宽松师生互动氛围，鼓励学生主动提问和追问；实施信息化教学，

挖掘学生化学学习潜力，全面提升学生高阶思维能力，让每一个学生在化学课上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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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思维能力可以帮助高中生整合跨学科知识点，引导学生

进行自主探究，进一步提升认知能力和思辨能力，让他们透过现

象抓住事物本质，帮助他们克服学习难题，进而提升学生化学学

习能力。因此，高中化学教师要重视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教师要

把高阶思维训练渗透在概念、实验、综合实践等模块，积极与学

生进行互动，营造良好的思维训练氛围，精心设计前后连贯的问

题链，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育，设计探究性实验，鼓励学生自主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设计小组合作学习任务，帮助

学困生进行探究，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

全面提升高中化学教学质量。

一、新课改下高中化学高阶思维培养现状

（一）高阶思维专项训练比较少

高中化学教学任务比较紧张，很多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了实

验步骤讲解、化学方程式计算以及高考热门题型讲解上，留给高

阶思维训练的课时非常少，大都是把思维训练穿插在课堂提问和

例题讲解中，很少单独开展思维训练，这种教学模式影响了学生

高阶思维发育。例如教师在化学概念教学中，只是针对概念关键

要素、生活中的体现等知识点进行讲解，忽略了开展高阶思维训练，

没有把相关概念、化学史串联起来，不利于促进学生思维发育。

（二）思维训练方式比较单一

很多高中化学教师开展了思维训练，但是仅仅局限在课堂提

问、随堂测验中，没有精心设计探究性实验、开放式问题链和互

动教学，课堂教学氛围比较沉闷，很难激发学生思维火花，影响

了学生的高阶思维发育。例如教师在金属化学性质教学中，只是

讲解钠、镁和铁等常见金属化学活泼性、酸碱化学实验现象等内容，

没有根据金属化学性质设计探究性实验，只是对教材知识点进行

重复，限制了学生高阶思维发展，影响了思维训练效果。

（三）学生高阶思维比较薄弱

高中生化学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很多学生只是死记硬背化学

概念和方程式，很少对知识点进行深挖，存在思维定式问题，高

阶思维能力比较薄弱。部分学生只是针对热门考点进行深度探究，

练习热门题型、背诵相关知识点，忽略了开展跨学科学习，参与

高阶思维训练的积极性并不高，逻辑思维、探究思维和创造性思

维比较薄弱，影响了自身化学学习能力提升，逐步拉大了学生化

学成绩差距。

（四）缺少有深度的问题情境

部分高中化学教师课堂提问环节比较简单，习惯套用课后习

题、教辅材料问题，很少自主设计问题链和开放式问题，缺少有

深度、有探究性的问题情境。例如教师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大都

是以你看到了哪些实验现象，实验原理是什么，你能否写出实验

相关化学方程式等问题为主，这些问题比较单一。单一化的问题

情境难以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性、探究积极性，导致很多学生

只是机械背诵教材知识点，影响了学生高阶思维发育。

二、高阶思维能力对高中化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渗透学科核心素养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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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这五大素养体现了化学与生活和

社会发展、课内外探究性学习和科学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学

生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高阶思维可以带领高中生走进化学世界，

引导学生探究各种物质分子结构，探究化学反应中的平衡理念，

挖掘生活中蕴含的化学知识，体会绿色化学理念，增强自身环保

意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助力高中化学课堂教学

改革。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化学学习兴趣

高阶思维可以呈现化学多姿多彩的一面，建立起化学与各个

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

需求，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帮助他们尽快掌握化学概念、

方程式计算、实验和综合实践等知识点，从而让他们真正喜欢上

化学。教师可以利用高阶思维训练打造多元化课堂，例如精心设

计探究性化学实验、利用生活材料制作化学实验器材、引导学生

进行课外化学综合实践活动，利用多元化、趣味思维训练来吸引

学生，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化学学习中，激发学生学习。

（四）有利于提升化学课教学质量

高中化学教师可以把高阶思维融入概念、实验、习题讲解和

作业设计等模块，循序渐进提升教学难度，满足学困生、中等生

和优等生学习需求，进一步促进学生理性思维、探究思维、创造

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发育，让他们跟上教学节奏，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此外，高阶思维还可以促进化学与物理、数学、生物等

学科的融合，打造跨学科教学模式，提升课堂教学趣味性，引导

学生把跨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进一步提升高中化学教学质量。

（五）有利于提升学生化学学习能力

高阶思维是提升学生化学成绩的“钥匙”，也是提升学生化

学学习能力的“跳板”，高中化学教师要积极开展高阶思维训练，

例如问题教学法、合作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进一步促进学生

高阶思维发育，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促进学困生和优等生

之间的交流。教师可以利用高阶思维训练开展分层教学，设计难

易程度不同的问题、小组合作任务，制定分层评价标准，挖掘学

生化学学习潜力，进一步提升学生化学学习能力。

三、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营造宽松师生互动氛围，激发学生高阶思维

首先，教师要树立开放式教学思维，运用学生喜爱的微课、

小组合作和小游戏等开展教学，打开学生思维，鼓励学生大胆假

设、主动提问，引导学生之间进行互问互答，然后再进行师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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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互答，构建民主师生关系，这样更能激发学生高阶思维。其次，

教师要善于挖掘学生闪光点，针对学生发言中的创新点进行表扬，

让学生感受攻克难题的成就感，从而提升学生思维能力。例如教

师氧化还原反应时，可以先用微课展示生活中常见的氧化还原反

应，牙膏让发黑的银手镯焕然一新，鼓励学生思考这一反应的原理，

激发学生探究氧化还原反应的兴趣。有的学生结合教材和微课，

分析了牙膏成分，推理出银手镯的黑色物质是氧化银，而牙膏中

含有氟，可以和氧化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让银手镯焕然一新。

有的学生则是分析了氧化还原反应特点，推理出氧化剂和还原剂

是这一化学反应的基础，活泼的非金属单质可以作为氧化剂，例

如氧气和硫，而活泼金属单质常作为还原剂，例如钠、镁和锌等

金属。教师要充分肯定学生这些推理成果，表扬学生的探究精神，

让学生养成勤于思考、科学推理的好习惯，点亮学生高阶思维火花。

（二）精心设计问题链，创设多元化问题情境

高中化学教师要精心设计问题链，利用其把一节课的重难知

识点串联起来，并把这些知识点贯穿于整堂化学课，这些问题能

够活跃和发散学生思维，让他们在化学课上“大展身手”。问题

链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整合跨学科知识、跨单元知识，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全身心投入课堂学习中。例如

教师在讲解《钠及其化合物》时，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链：你知

道哪些钠的化合物？钠可以燃烧吗？如果钠着火后，我们应该如

何灭火？你认为钠可以和哪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生活中有哪些

钠的化合物等。这是高阶思维常用的课堂提问方式，更有利于激

发学生创新思维。有的学生推理出钠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例

如氢氧化钠、氯化钠和过氧化钠等化合物，钠可以燃烧，但是因

为钠可以和水反应，所以一旦钠燃烧后，不能用水来灭火，只能

运用泡沫灭火器来灭火。有的学生推理出钠可以和酸性、碱性和

水等物质反应，可以在常温下和各类化学物质和水发生反应，生

活中常见的有碳酸钠、过氧化钠、氯化钠等。问题链可以让学生

沉浸在化学探究性学习中，让他们自主探索生活中蕴含的化学知

识，利用生活经验和教材知识点解决问题，提升学生学以致用的

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的高阶思维能力。

（三）设计探究性实验，激发学生探究性思维

实验是化学教学的基石，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重要渠道，

高中化学教师要精心设计探究性实验，对教材实验进行创新和拓

展，利用新颖的探究实验来激发学生化学学习兴趣。例如教师在

讲解《钠的化合物》一课时，可以设计这样的探究实验：取适量

的淡黄色粉末，并用脱脂棉紧紧包裹淡黄色粉末，一起放在坩埚中，

再用玻璃导管对准脱脂棉慢慢吹起，可能会发生哪些实验现象？

这种淡黄色粉末是什么？这样的探究实验更能激发学生动手积极

性，让学生开展小组合作探究，有的小组观察到包裹淡黄色粉末

的脱脂棉会剧烈燃烧，还会放出大量的热，结合这一点推测淡黄

色粉末可能是钠的化合物。有的小组推理出金属钠与空气反应后

生成氧化钠，我们呼出的气体中含有二氧化碳和氧气，这些物质

会和氧化钠反应，让脱脂棉燃烧起来，氧化钠燃烧后生成了过氧

化钠，也就是淡黄色粉末。教师可以引导各个小组写出氧化钠与

氧气、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以及氧化钠燃烧过程中的化

学方程式，让学生自主探究化学周期表，提前让学生学习了解金

属活泼性，达到温故知新的教学效果，进一步提升学生化学探究

能力。

（四）积极开展小组合作，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高中化学教师要积极开展小组合作，让优等生来带动其他学

生，激发学生思维碰撞，帮助学困生尽快掌握基础知识，引导学

生之间进行互助互评，为下一步高阶思维训练奠定良好基础。优

等生可以发挥所长，为学困生讲解知识点，这一过程中可以加深

自身对知识点的了解，学困生可以尽快掌握基础知识，完成难度

系数较低的小组任务，重塑自己的化学学习自信。例如教师在讲

解《环境保护与绿色化学》一课时，可以先用微课展示化学物质

对空气、水源、植被等的污染与破坏，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究塑料

制品、重金属和汽车尾气等对环境的破坏，引导学生探究绿色化

学内涵。优等生可以带领组员探究生活中的污染现象，例如废旧

电池对土壤、水源的破坏，指导学困生推理电池主要成分，帮助

他们明确锌、铜和汞对环境的危害。有的小组探究了塑料袋成分

聚乙烯对土壤的污染，这种化学合成物质不能在土壤中降解，燃

烧后会产生刺鼻气味，对空气也有污染，倡导同学们减少塑料袋

使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养成绿色环保生活理念。小组合作促

进了学生思维层面的交流，尤其是帮助学困生掌握了逻辑推理、

科学论证等能力，促进了他们高阶思维能力，也提升了优等生高

阶思维能力。

（五）开展信息化教学，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

高中化学教师可以巧妙运用微课、钉钉 APP 等信息化工具开

展教学，立体化展示化学模型，引导学生把生物、化学、数学等

学科融合起来，让他们分析化学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提升学生

的高阶思维能力。例如教师在教授“基本营养物质”一课时，运

用微课展示了人体元素组成图，介绍人体六大营养物质，介绍每

一种化学元素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化学教师可以用微课展示三维

立体图形，动态化展示人体器官和微量元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教

师可以介绍蛋白质、钙、铁、锌、钠等元素，介绍了钙元素对人

体骨骼的影响，铁元素对血液循环的帮助，动态化演示化学元素

在身体中的循环，让学生了解各个化学元素之间的平衡，培养学

生化学平衡理念，进一步提升学生健康意识。此外，教师还可以

引导学生自主搜集课外知识，例如缺乏微量元素带来的疾病，例

如青少年频繁出现抽筋、腿软、乏力等症状，青少年可以每天饮

用牛奶、豆浆等健康饮品，避免过多食用油炸、膨化食品，让学

生自主制定健康饮食清单，让学生真正感受化学和生活、健康之

间的紧密联系，提升学生化学知识应用能力。

四、结语

高中化学教师要积极构建良好互动氛围，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让学生感受到尊重与鼓励，进一步激发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围

绕单元知识点设计小组合作任务，划分不同难易程度的任务，让

每一个学生在小组合作中都学有所得，设计有深度、有启发性的

问题，激发学生思考积极性，设计探究性实验，引导学生一步步

探究化学现象本质，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发展，提升高中化学

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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