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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浅谈初中化学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策略
葛节荣

（江门市江海区原雅学校，广东 江门 52906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核心素养教育已经成为初中

化学教育的重要方向。这也为化学实验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重视学生实验知识与技能的教授，同时也

要致力于学生创新意识、科学探究意识以及自学意识的培养，让

化学逐步成为学生的终身能力。基于此，本文就核心素养下初中

化学教学策略做了分析，以此为广大化学教师提供一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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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学生化学思维以及实

践能力的提升有着巨大的指引作用。然而，在以往的教学中，教

师常常以填充式或说教式的方式进行实验授课，极大程度地消减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阻碍他们化学素养的发展。

一、化学核心素养的内涵

初中化学核心素养重在三点：第一，教师引导学生能够从多

角度、多层次来认识物质；第二，教师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和

创新意识，对于生活中的现象能够提出问题和假设，设计探究方案；

第三，教师引导学生具有科学精神和责任感。在化学学科的探究

学习中，学生要秉持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能够判断与化学相关

问题的探讨价值。

二、化学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策略

（一）创设化学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化学求知欲

良好的课堂导入能够帮助环节课堂教学的压抑氛围，尤其是

初中学生第一次接触化学这个科目，尚且没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

学习策略。加之化学学科与其他学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就

导致学生在化学学科中会出现迷茫，失去了学习的方向和动力。

为此教师要采用学生较为熟悉的场景，从生活中的事情入手，来

为相关知识的学习做铺垫，引发初中生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求知

欲望，这样一来，无论是学习能力强，还是学习能力差的学生，

都不会有较大的抵触心理，更容易去融入到课堂之中。

在《酸的通性》这章节内容中，为了激发学生的探索求知欲望，

我引用了一个小故事：某生产车间酸储物柜里放置着一瓶浓盐酸

和一瓶浓硫酸，二者都是腐蚀性较强的强酸，由于时间较长的原因，

瓶子上的标签已经模糊了，无法分辨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么此时

请你想个办法帮帮车间的工人。我导入这个小故事的主要是为了

帮助学生明确浓盐酸和浓硫酸的性质，并尝试利用这种性质去区

分两种液体。有的学生认为可以闻气味；有的学生认为可以用氯

化钡溶液，无论是哪种方法，都可以成功鉴别出两种酸。同时帮

助学生明确化学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思维。

（二）开展趣味实验，激发实验兴趣

兴趣是学生的良师益友，是他们学习的不竭动力，学生只有

在兴趣的驱使下才会极为热情地进行自主学习，自身的相应能力

也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基于此，化学教师应当将学生兴趣的培养

当做实验教学的侧重点，致力打造趣味性的实验课堂，以趣味实

验为引，激起学生的实验与探究兴致，切实的提高教学有效性。

例如，在讲授《微粒不运动》的知识点时，教师可将“铁树

开花”实验引入课堂之中。又如，在讲授“硫酸”的知识点时，

教师可演示“白纸变黑字”的实验等，通过以上方式，为课堂注

入更多趣味性与活跃性元素，促使学生学习化学新知的自主性得

到充分调动，推动其创新意识和化学思维的有序化发展。

（三）指引实践练习，发展自学能力

在中学教育逐渐由应试向素质教育发展的形势下，学生独立

思考以及自学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核心素养教育的重要目标。对

此，化学教师应当将学生的实际以及发展需求当做实验教学的切

入点，加强对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的培养力度。

例如，在讲授《物质鉴别》时，教师可秉行同组异质和异组

同质的思想，在班内组建多个实验小组，为各组设置鉴别纯碱与

食用盐的实验任务。然后指引各组依据所学的化学知识，进行方

案讨论与实验实践。最后，教师再与各组一同探究氯化钙、酸碱

指示剂、石灰水等鉴别方法，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将学生推至教学

主位，让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悟到物质鉴别知识点的内涵精髓，

促使其化学思考、自学能力以及协作能力均得到充分有效的培养，

落实核心素养教育。

（四）鼓励发现疑问，发展化学思维

对于初中生而言，发现疑问并设法解决问题是其进行学习以

及探究的动力来源。所以，化学教师应当重视这一理念，在实验

教学中鼓励学生发现并提出实验疑问，并提倡其自主解决问题，

从而推动他们化学知识的巩固与内化。

例如，在《双氧水制造氧气》的实验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实

验仪器的操作以及实验步骤的演示，指引学生观察并思考实验中

的“起泡”现象。然后，教师可让学生思考实验中“白雾”的成分，

并以举手自荐的方式进行回答。对于那些表现积极或观点正确的

学生，教师可与班内学生一同为其鼓掌，并对其答案进行相应的

补充。最后，教师再与学生一同研究出白雾不是氧气，是水蒸气

和过氧化氢气体混合物的这一结论。

三、结语

总之，加强核心素养教育在化学教学中的渗透已经成为初中

教育的大势所趋。广大化学教师应当牢记自身的育人使命，将学

生核心素养教育当做实验教学首重，不断延伸和探索实验教学策

略，创设趣味性与实效性兼备的课堂环境，激发学生的实验学习

与探究兴趣，推动其自学能力、化学思维以及实践品质的发展，

进而为学生化学能力以及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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