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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初中化学新课程的改革，学生通过化学课堂学习不仅可

以掌握良好的化学知识，还要求学生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因
为初中的化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探究性，而在新课改之前的化学课
堂中，教师只是站在讲台上将将教材中的化学知识照搬给学生，
学生很难从心里产生一定的学习动力，也较难运用自己的思维去
探究化学现象，所以很难取得一定的教学成果，同时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动手实验能力等综合素养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因此教师为了满足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要不
断总结和创新自己的化学授课思维，对于新时期的核心素养形成
正确的理解和认知，才能通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1　课前实验导入
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教师要认识到学生在化学

课堂中的主体作用，并积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积极的化学
课堂氛围和学生主动寻求化学知识的热情可以有效提高初中化学
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可以在化学课堂开始之前，丰富课前导
入的环节和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使学生对本
节课的化学知识有探究的欲望，激发学生的思维。例如教师在
教授《燃烧和灭火》这一节课时，教师可以在正式讲解之前，
向学生展示燃烧的实验，并对学生进行提问，教师将点燃的火
柴用玻璃杯罩住，这时候学生会发现火柴熄灭了，然后教师再
利用蜡烛进行同样的实验，发现火柴和蜡烛燃烧的时间是不一样
的，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学生的
求知欲望就会被教师激发出来，在接下来的学习中会更加认真，
教师的教学质量得到有效的提高。因此教师要重视化学课堂的课
前导入，通过设置丰富多彩的导入活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2　设计趣味性的游戏
由于很多教师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开展初中化学

教学，很多学生会认为初中化学的课堂非常枯燥，又加上部分
教师在课堂中会为学生布置很多的习题，使学生无法主动参与
到化学课堂中。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化学课堂并不是要求学生做
大量的化学习题，向学生灌输化学的理论知识，而是要培养学
生的化学学习能力和化学基础素养[1]。因此教师要转变化学教
学理念，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知识的兴趣，关注学生对化学学习
的认知角度，结合初中化学教材中的内容为学生创设各种各样
的情境，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综合能
力得到较大的发展。

例如教师在教授《化学式化合价》时，以往教师总是让学生
先学会配平化学式和化合价，再向学生展示各种练习题，促使学
生在做练习题的过程中加深对本节课知识的掌握。但是随着核心
素养的提出，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设计有趣的游戏，使学生感
受到学习的乐趣，同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还可以巩固所学的化
学知识，使学生可以主动参与到本节课的练习中，提高学生的自
主性。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在小纸条上写上习题，然后让学生抽签，
并且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将纸条上的化学习题解答出来，解答正确
的学生积一分，最后判断分数最高的学生，并给予一定的奖励。通
过在化学课堂中设计趣味性的游戏，可以使学生在练习习题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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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核心素养的不断深入，教师提高学生参与初中化学学习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的发展。由
于初中生第一次系统的接触化学学科，很多学生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是如果教师仍然采用以往的教学模式，学生会逐渐降低对
化学知识的探究欲望，因此教师要在分析初中生身心特点的基础上，使学生通过化学知识的学习获得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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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保持热情，使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得到有效的锻炼。
3　利用生活现象提高学生认识
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现象都可以用化学知识来解释，所以教

师可以在向学生讲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行
有机结合，使学生对化学课堂产生兴趣，对于生活中的化学现
象产生求知欲，因此教师可以结合生活现象，将初中的化学课
堂变得更具趣味性，学生在生动的气氛中能主动探索化学现象，
同时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例如在日常生活
中，很多家长都会利用食用醋来清洗暖壶中的水垢，因此教师
在教授有关碳酸钙的知识时，可以用这一生活现象进行导入，
吸引学生的兴趣，在教学的过程中向学生解释食用醋和碳酸钙发
生化学反应的原理和化学反应式，这样学生会加深对碳酸钙知识
的理解。又如，生活中有很多铁会出现生锈的现象，而教师就
可以以此为依据，向学生解释铁为什么会生锈，铁锈是因为和
空气中的哪种物质接触之后所产生的化学反应等。此外教师还可
以通过布置相关的作业，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观察、探究生活中
的化学问题，激发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提高
初中化学的课堂教学质量。

4　分层教学
新课改下的教育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的培养，而化学这门学

科的核心素养不仅要求学生有良好的化学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
一定的探究能力、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
素养都离不开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在课堂
上要通过分层教学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让
他们在化学学习上能够更进一步[2]。

随着初中化学新课改的实施，教师在利用分层教学法时，要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考虑到班级中所有学生之间的差异，
有目的地进行科学分组，开展化学教学活动。这样才能在化学课
堂中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使学生在小组中发挥自己的化学潜
能，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发展。此外，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
不同学习需求，然后综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展开化学知识的教学，
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化学学习，还可以使学生在化学课堂中实现
个性化的发展。同时学生在与同学交流和探究中还可以提高自身
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使学生在化学课堂中得到全方
位的发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要正确认知新时期的核心素养，在课堂

教学中利用多样性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培养
学生的探究能力，帮助学生在化学课堂中形成良好的化学思维。
所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教师要不断反思总结，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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