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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促进高中化学教师专业成长
唐　维

（四川省安岳中学，四川 资阳 642352）

摘要：随着现代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与优化，教师的专业素养与能力对于教学的质量与效率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为了进一步

推动现代教育的进步，就必须要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而反思是人们吸收经验和实践成长的重要形式，因此在此教育环境下，推动教师

开启教学反思之路，即为推动现代教育发展之路。本文即以高中化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实施教学反思的方案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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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录教学反思日记

教学反思并非凭空反思，而是要建立在良好的参考资料与实

践数据之上，因此记录教学反思日记，是教师可以采取的最简单

的方式。反思日记具有长期记录的效果，教师可以从长远的角度

和起伏过程，判断自身教学能力的变化，从而判定教学方法的实

施效果，及时纠正或完善自身的教学习惯，从而达到优化教学效果，

提升专业能力的目的。

反思日记应当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应包括课堂教学

过程中的表现，其中教学计划设计、方法运用、实验过程、活动

组织以及多媒体使用等各个环节，教师都应依据实际效果进行记

录。其次，应包括学生学习的优劣，尤其对于学生的成绩变化、

学情分析、学习态度与方法等进行记录，为实现因材施教建立信

息基础。然后，应包括师生交流的效果，在课堂内外，教师与学

生的交流频率与内容、课堂提问时学生的配合程度、突发状况的

处理过程等，也是表现教师专业能力的重要因素。再者，包含教

师自身学习的发展状态，比如教师参与培训后的成果、学习心得、

自我发展意愿、教学创新意识等。最后，还应包括对教育环境的

感受，比如课改后的课堂氛围、学校的教学风气、教师之间的合

作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也需要教师记录，并且分析如何改进能够

有效构建更良好的教学环境。

二、发现教学反思重点

反思日记是教师可参考的反思材料与数据，而在具体进行教

学反思的过程中，教师首先需要从重点入手，由教学关键点反思

开始，并逐步扩散到各个方面。因此，教师需要对所有的教学过

程与环节进行剖析，发现其中每一个环节的要点，从而在思考时

能够以正确的角度切入，并且能得到有效、有价值的反馈信息，

确保教学反思的实效性。例如对于教学设计环节，学生行为预设

是重点，这一内容表现了教师对学生能力的了解程度，也包括自

身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判断，如果预设与实际教学时的学生表现具

有较高的相似性，证明该教学设计符合学生的认知程度，教师的

开展进程也会更加流畅；反之则表示教师的判断出现误区，这时

候就需要进一步剖析学生的能力表现，优化教学设计的准备环节。

比如在学习《基本营养物质》这一课时，课程中的很多内容

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这时候教师就要对学生的生活认知能力做

出适当的判断，例如在提问冰糖与白砂糖的性质问题时，高中学

生一般都食用过这两种糖，因此能够判断其无色晶体、可溶于水

等性质，也会有部分学生能够知道在甘蔗与甜菜中其含量较高，

但是多数学生在没有学习的前提下，并不会知道其属于双糖或蔗

糖，而这一信息的判断就能让教师做出准确的预设，对教学活动

的连贯性有着重要作用。

三、切换教学反思途径

反思并非重新按照原有思路再思考一遍，而是要以不同的角

度和身份重新分析教学行为的效果与可优化方向，所以在实际反

思过程中，教师必须要依据反思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反思角

度与形式，例如在反思教学效果时，教师不能以教师身份判定其

成果，而是要以学生角度体会，或者要通过学生的成绩变化和教

学反馈信息来判定，这样才能保证反思的成效与准确性，避免反

思时进入误区，越修正越偏颇。

比如在学习《化学反应的速率》这一课后，为了判断学生是

否达成了教学目标，教师就不能根据自己的思维层面去思考，而

是要从学生的角度收集参考信息。首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表现

进行初步判断，比如提问时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学生回答问

题的准确性，组织探究活动时学生的活跃度等，这些表现可以一

定程度上反应学生整体的学习效果，可以作为反思的一部分依据。

其次，教师则要从学生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填写课堂反

馈表，或者通过网络平台反馈教学感受，将自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教师忽略的内容等进行反馈；另一方面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当堂检

测与作业情况判断他们的掌握程度。结合多方信息，从多角度切

入反思，这样才能让反思具有改进和优化的价值。

四、强化教学反思实践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实践。教学反思是一个长期循环往复的过

程，也是教师不断提升能力、自我优化的过程，而实现反思价值

的过程即为反思实践。一般是指教师在经过反思之后，总结出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根据相应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方案，

然后再依据新的方案实施教学，同时再次进行反思，发现改进后

仍然存在的问题，再提出反馈意见和改进策略，从而达成不断优

化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教育环境下，教学反思是每一个教师都应

当掌握的提升自我专业能力的方法，在实际反思过程中，教师应

善用反思日记，通过发现反思重点、切换反思角度、强化反思实

践等途径，发挥出教学反思的真正功能与价值，让教师的专业素

养得以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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