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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教学有效形式——研究性学习
吴宗儒

（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文楼中学，广东 化州 525136）

摘要：现代社会需要有创新能力的学生，研究性学习以其开放性、探究性、自主性，创新性和合作性的特点，能满足新时期社会对

人才的培养要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研究性学习符合化学学科的发展特点，丰富了化学课堂教学，使教学延伸到课堂外，使实验教学

回归探究性，开展研究性学习，是中学化学教学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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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化学教学过分注重教师的传授，即将前人的知识经验传

给学生，使之一代代传递下去。学生长期以接受性学习为主，知

识不是学生自己主动学过来，而是老师灌进来。学生学得辛苦且

学习效果差，应用不灵活，创造性能力差。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

发展，社会更需要有创新能力、会合作的人才。从学生长远发展

来看，最有效的教学是让学生掌握能够不断获取知识，具有探究

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教学方法。研究性学习以其开放性、探究性、

自主性，创新性和合作性的特点，能满足新时期社会对人才的培

养要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开展研究性学习，是中学化学教学

有效形式。

一、研究性学习的意义

学生是研究性学习的主导者，学生自主探究科学研究方法，

并设计相关研究环节，学生全程设计、操作和分析整个学习过程，

学生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创新精神得到了提升。学生在研究性学

习中掌握了一般性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实验和社会之间来发现问

题，再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再通过小组合作解决问题，学生

之间的互动性和自主性比较强。这种学习模式可以激发出学生的

质疑精神和科研精神，让学生主动求知、合作探索。

研究性学习的最大优势在于学生全程参与知识的探索和验证，

让学生尝试独立解决问题，让学生在研究中习得知识，在研究中

掌握学习方法，在研究中培养创新和实践能力，实现情感价值和

学习方法的高度统一，这也是无数师生想要实现的教学和学习目

标。如果教师只是墨守成规开展灌输式教学，学生只是按部就班

复制教师的操作步骤、机械性背诵教材知识点、追求统一的答案，

这种学习模式只是在复制教师的思想和方法，并不是学生自己的

学习收获，这也不是真正的研究性学习，这种学习模式扼杀了学

生的创新力和自主性。

二、研究性学习符合化学学科的特点

研究性学习凸显了学生的自主性，这种模式中教师只是扮演

“引导者”，学生主动根据教材和生活经验来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

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进行探究。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对知识的理

解、生活经验和研究成果来解决问题，学生成为了学习活动的主

导者，是学习的主体，主动学习，主动探究，使教学具有较高效率。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化学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科

学探究过程。探究能力是化学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究，在化学实验实践中提升学

生科学探究能力。学生化学探究性学习和科学家科研实验的探究

过程是相似的，都需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需要经过多次实验，

在实验中收获科学知识。

中学生心理、化学基础和生活经验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中

学生化学研究性学习能力存在差异，教师要有意识引导学生开展

探究性学习。例如教师可以按照：提出问题——猜想与预测——

制定探究方案——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形成结论——展示

成果与合作、交流活动。正是这一探究过程，符合化学学科发展

特点和认识途径，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发现问题能力、解决问题

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通过研究性学习，不但使学生轻松学

到知识，而且学会主动学习，掌握了学习方法，使教学成为最有

效方法。

三、研究性学习，丰富了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探究性，丰富了教学，使枯燥的教学变得

生动有趣。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后，各版的中学化学教材均引入科

学探究，这符合化学学科的特点，也使课堂教学内容生动有趣，

形式多样，方法灵活。

如人教版新教材必修 1 第 56 页《铁的氢氧化物》，教材有图

示并让学生做实验。如果教师做实验学生看，这是一个演示实验；

如果学生按教材内容做实验，这只是一个验证实验，达不到探究

效果。在讲这内容之前，我让学生做探究实验，并提出如下问题：

“由铁不溶于水，铁的氧化物不溶于水，能否得出铁的氢氧化物

也不溶于水的结论呢？”这是由已知的知识为背景，引出新问题，

学生就有猜测和矛盾的心理行为，然后让学生预测并实验探究，

注意观察实验现象。

这时学生对铁的氢氧化化物是否溶于水还不知道，氢氧化亚

铁、氢氧化铁是什么颜色也未知，就像一张白纸，将由学生自己

彩涂，因为第一印象对学生是最深刻的。学生自己动手探究并观

察到 Fe（OH）3 在水溶液中混浊，颜色为红褐色，Fe（OH）2 在

水溶液中混浊，颜色由灰白到灰绿，再到红褐色变化，颜色变化

深深刺激学生视觉感官，激发学习兴趣，再让学生对这些现象找

出原因，交流讨论。同学们很快找到了答案， Fe（OH）2 颜色变

化是因为 Fe（OH）2 容易被空气中的氧氧化成 Fe（OH）3，颜色

变为红褐色。

“那能不能想办法保持 Fe（OH）2 不被氧化，保持灰白色的

颜色呢？”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又开动脑筋想问题了。

有同学想到用油覆盖 FeSO4 溶液，隔绝氧气，然后用长玻璃滴管

吸取 NaOH 溶液，伸入 FeSO4 溶液中慢慢滴加；还有同学想到用

Na 代替 NaOH ，Na 和水反应生成 NaOH 和氢气，氢气把氧气赶跑；

还有同学想到用注射器作反应器，用注射器吸入一定量的 Fe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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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再吸入 NaOH，反应在密封条件下进行，Fe（OH）2 不易被

氧化，或者氧化慢一点，灰白 Fe（OH）2 保持时间久些，容易观

察实验现象。 整节课老师只是提两个问题，学生猜想，动手探究，

得到结论，反查原因，教学轻松高效。

四、研究性学习延伸课堂教学 

课堂是中学化学教学的主阵地，如何提高课堂教学，不同教

师根据不同内容有不同的方法。研究性学习把课堂教学延伸到课

室外，进入生活中和社会中，学与用结合，这也是一种提高教学

有效形式。

《金属的电化学腐蚀与防护》这一课，教材只是简单讲述钢

铁的析氢腐蚀和吸氧腐蚀，如果按照课本讲述，学生将是被动的

记忆几个反应方程式，课堂效果差。我采用研究性学习方法教学，

课前在所任教班中提出几个研究课题，让学生自由选择报名，并

组成小组，利用各种研究手段开展研究，写成总结、小论文或做

成多媒体课件交流学习。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把搜集的资料，

与同学们交流学习，编成小品演出，比课本上几个单调的反应式

和文字表达丰富多了，且这些知识都是课堂外学习得到的，这使

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室外，学生通过探究获得知识，教学效果也好。

表 1　金属的应用、腐蚀和防腐学生研究成果

问题 学生研究成果

1. 金属的应用 图片：艾菲尔铁塔、高楼、大桥、汽车、飞机、

手机、手表、刀片

2. 金属的腐蚀 腐蚀图片：锈渍斑斑的文物，金属雕像腐

蚀

资料：世界每年生产钢 1/10 被腐蚀，经济

损失大，钢材腐蚀引发事故多

3. 金属腐蚀的机理 Flash 动画：吸氧腐蚀，析氢腐蚀

小品游戏：吸氧腐蚀，析氢腐蚀

 

4. 金属腐蚀的危害 图片、资料：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引发

交通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

5. 金属腐蚀的防护 图片、小品：金属涂油漆，涂油，镀锌，镀铜，

镀铬，镀镍，接阳极保护，阴极保护等

6. 金属的回收与再利

用

图片：垃圾回收站， 再造钢铁

 

7. 金属的替代 图片：塑料水管，钛合金，玻璃，陶瓷

五、研究性学习使学生实验教学回归探究性

实验教学是中学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验，学生

可获得亲自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提高观察能力，并在实验中学会合作与交流，对已学知识的巩固，

对新知识的探究，跨学科的综合运用。实验教学中应努力营造探

究的氛围，提高学生的兴趣，而不是简单的照方捡药。如“乙烯

的性质与制法”实验探究改为学生实验，实验前一周我对所任教

班级学生提出如下 4 个问题：

（1）乙烯的制法有哪些？

（2）如何在实验室制得纯净的乙烯？

（3）乙烯具有哪些性质？怎样检验生成的乙烯？

（4）你能否设计一套实验室制乙烯方案，谈谈它的合理性。

请把实验药品和仪器列出，让实验员准备。

同学们通过积极讨论，请教教师，查找资料，最后找出乙烯

制法有工业制法和实验室制法，实验室制法又有 3 种：

（1）课本示例改进版；

（2）石蜡油的催化裂解法；

（3）乙醇在浓硫酸的作用下发生消去反应制乙烯。

方法 1 来源于课本，但是学生对其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加入

缓冲气瓶，防止倒吸。方法 2 采用微型法，构思新颖，节省药品，

减少污染，更易操作，成功率也更高。方法 3 也来源于教材，却

也做了改进，主要由大烧瓶改为试管，乙醇与浓硫酸比例由 1 比 3

改为 1 比 1，既节约实验用品，又使反应温度快速达到 170℃，减

少副产品乙醚的产生。利用乙烯具有还原性，通入溴水或酸性高

锰酸钾溶液均褪色，可以检验生成乙烯。通过探究，交流不同实

验方案，开阔了同学们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学习了教材又超越

了教材。虽然有些方案或改进不是同学们想出，但是他们通过主

动查资料，比较分析，学习研究，这过程又学到了很多知识，不

囿于教材，思维也更活跃，应用更灵活了。最后，经过安全考虑后，

我和实验员让同学们根据自己实验方案进行实验，让有创新学生

有一种成就感，也激发其他同学更大的学习探究欲望。一堂实验课，

在探究中拉开，又在探究中完美结束，学生完全投入实验探究中，

实验效果也十分的好。

六、结语

通过研究性学习，学生学到了一种主动获得知识的方法，探

究科学的途径，亲身体验研究过程。获得知识的喜悦，增加学习

化学兴趣，树立努力求知的积极态度，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大大

提高。中学化学教学中能让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了解探究方式

和过程，对中学化学教学是一种成功，是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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