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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教学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运用
付　芳

（新疆乌苏市古尔图镇中心学校，新疆 塔城区 833015）

摘要：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对初中阶段的教育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强调除了要重视学习氛围的活跃，创新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

也是重点，尤其是对于初中生来讲。在日常学习探究中，通过加强小组合作，不仅与素质教育要求相符，也能够给学生各方面潜能的发掘、

提升创造有力条件。对此，不论是初中化学还是其他学科教师都要给予足够重视。

关键词：小组合作；初中化学；应用探究

化学这一学科的探究学习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对事物的组成

规律、性质作出深入了解，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较为复杂，对于知

识经验还不够丰富的初中生来讲，很在在课堂上通过个人力量来

透彻理解与高效掌握。但若能够以小组合作这一形式来进行学习

理解，不仅可以在交流分享中获得新的启发、制定出更完善的解

决还能方案，学生对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点也会产生更深刻的印

象。为此，针对小组合作的应用研究，化学教师应给予足够重视。

一、初中化学教学现状

作为一门不可忽视的自然学科，化学是初中教育的关键组成。

且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较为广泛，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

以此来为之后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但就目前来看，初中化学课

在具体开展中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实验设备匮乏，

缺少专业素质较高的化学教师，以及学生动手能力普遍较差、未

做到对化学基础知识的准确掌握等。这些客观问题若不给予及时

有效解决，不仅会给初中化学教育事业的革新发展带来诸多阻碍，

也难以让更多的学生在化学探究活动中感受到这一学科的魅力，

也无法在学习积累中获得进一步提升。因此，不论是化学探究学

习兴趣的激发与保持，还是初中化学课的高效、顺利开展，针对

小组合作等新颖教学法的科学应用研究都要给予足够重视。

二、小组合作学习准备

首先，教师方面。小组合作是否顺利、有效通常都会受到教

师各项安排是否科学合理的影响。所以，在平时的化学课正式开

展之前，教师一定要结合不同方面的具体情况，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以此来确保各时期的小组合作探究需求可以得到充分满足。

一方面，要对授课内容作出全面把握与认真钻研，对本班学生的

化学基础、认知水平作出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小组合作

任务的合理设计。另一方面，要从不同层面入手，对化学学习、

小组合作的契合点作出深入挖掘，以此来为各学习小组拓展出更

广阔的合作空间，使得每位成员的个人作用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都可以在合作中有收获、有提升。

其次，学生方面。各小组除了要包含各水平阶段的学生之外，

还要积极鼓励综合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去帮助化学基础较差的成

员，以此来做到共同学习进步。此外，还要重视成员之间和谐关

系的建立，通过各自优势的充分发挥来尽可能的减少摩擦，提升

小组合作水平。

最后，器材方面。化学课上很对学习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实

验层面的有力支持，单纯的书本知识也难以满足各阶段学习需求。

对此，学校除了要及时的购进能够满足实验教学需求的各类器材

之外，还要加强对各类器材使用方法的传授，实验平台的搭建，

保障实验安全。

三、小组教学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激发合作兴趣

作为一种非智力因素，兴趣是促使学生主动开展各项学习活

动的重要动力。也只有真正具有趣味性的活动才有助于参与热情

的激发，才能够取得理想效果。小组合作也是如此，若合作内容

枯燥无趣，参与的学生也会很少，且难以在合作中有所收获。对此，

在化学课上，可以围绕学生不同阶段的兴趣爱好，以及实际授课

内容来进行简单、有趣小实验的设计，以此来为之后轻松高效的

开展合作探究奠定良好基础。

比如：以“常见的酸和碱”为例，为了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下

开展教学活动，促使更多学生全身心参与，就可以结合这一时期

的学生都具有加强的好奇心的心理特点，进行一些新颖有趣实验

的演示。如：洗好、擦干鸡蛋，再在蛋壳上用蘸取了醋酸的笔写

字，在醋酸蒸发后，用稀硫酸铜溶液煮鸡蛋，待到鸡蛋煮好冷却

后，将蛋壳剥去，便可以发现蛋白上有着清晰的紫色或者是蓝色

的字迹，但蛋壳上却什么痕迹都没有。抗日战争的时候，情报人

员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情报的传递的。在结束实验演示，且

学生意犹未尽的时候，教师便可以引导其对实验材料进行观察，

将注意力自然的转移到醋酸上，然后再通过：醋酸有哪些性质？

为何能够让鸡蛋出现这样神奇的变化？等问题的提出就可以轻松

有趣地完成新课导入了。在学生表示这也是自己想要提出的问题

后，便可以顺势组织小组合作，对醋酸的性质作出深入探究，再

加上教师恰当的启发引导，能够进一步明确醋酸可以溶液蛋白质，

以此来解释实验原理。这样的合作效果不仅显著，留下的印象也

会更加深刻。且在此过程中，会引导很多的学生发现化学这一学

科的魅力，对之后要学习的知识与合作探究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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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合作内容

合作内容若不适合，那么不论选择怎样的方式和形式都难以

取得理想效果。尤其是对于化学这一学科来讲，实验是其生命线，

是学习探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内容。在实验探究中可以透彻的

理解把握一系列化学性质、规律。但因为实验过程极易受到一些

因素的影响，所以，实践操作起来也会遇到诸多阻碍。在以往的

化学课上，大多都习惯以教师演示的方式来进行实验教学组织，

在演示后再让学生仿照着相应的步骤来开展实验。这样的实验过

程，不仅不利于参与者创新思维的激活，也不利于相关知识点的

理解把握，也会给未来的学习应用带来影响。对此，在之后的化

学课上，在符合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教师应尽可能多地为学生创

造小组合作探究的机会和条件，指导各小组拟定出适合的实验方

案，然后再经过教师的指导修改后，让各小组按照自己拟定的方

案来进行实验，从而增强实验效果与参与热情。

比如：以“水的电解”为例，再具体开展实验之前，就可以

先以实验装置电解水，让学生对电极、试管上发生的现象作出仔

细观察，在明确和电极相连的两级都会产生气体后，提出“这一

气体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的学生觉得正极是氢气、负极是氧气；

但也有的提出两极都是氧气，或者是两极都是氢气等诸多猜测。

对此，就可以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围绕自己提出的猜测来进行

实验方案的设计，选择适合的实验器材来进行验证。如，验证氢

气的小组，可以围绕氢气具有可燃性，将收集到的气体靠近酒精灯，

若发现气体然后，且呈淡蓝色的火焰，便可以判断收集到的气体

为氢气。若验证的氧气，便可以氧气的助燃性来进行实验验证。

通过这一小组合作，既可以快速地将正极产生的是氧气，负极产

生的是氢气总结出来，在方案设计、执行过程中，学生获得的收

获也会更多，产生的印象也会更加深刻。若失去了小组合作的支持，

对于上述猜测，教师可能需要逐一去验证，从而花费大量的时间，

但在小组合作中便可以高效获得结论，这样的化学实验课不仅有

趣高效，也能够获得更多学生的青睐。

（三）完善合作任务

突破个体思维存在的局限是合作学习最显著的一个优势，在

不同思维的碰撞交流中，学生会有更多新的认识。但不论是对于

哪一学科来讲，教师若没有做到清晰的认识合作学习的本质，只

是为各小组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不仅不利于合作学习积极性的

保持，也极易导致小组成员对合作产生消极认识，不利于之后的

合作学习发展。因此，合作任务的布置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探究价值，

以此来将小组合作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确保各小组成员可以对

合作的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可以全身心参与其中。

比如：以“氧气”为例，对于这一知识点，其实大多学生都

比较熟悉，对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用处也有一定的了解，如，

助燃、光合作用等。所以，氧气本身及其性质并非是这节课的教

学难点，而是一系列用途的理论基础。对此，在实际授课中，就

可以为各小组布置：物质的燃烧与氧气有着怎样的关系？物质在

空气中和在氧气中的燃烧存在哪些不同之处？这一合作探究任务。

引导各小组结合现有知识经验来进行合作探究方案的设计，鼓励

学生提出假设、优化实验设计，并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来进行验证、

讨论，从而快速的得到正确结论。通过这一合作探究过程，学生

对氧气的理解不仅更加全面、深入，综合学习能力也会得到显著

提升。

（四）突显主体地位

主体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不仅关系着学生课堂学习成效，

也会给各项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带来直接影响。因此，针对化学课上，

学生主体地位的突显应给予充分考虑，在完成合作探究任务的分

配后，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自由、自主空间，让其开展各项操作，

在整个小组合作探究中，教师发挥的只是辅助作用，及时答疑解

惑即可。比如：以“二氧化碳性质”为例，可以先基于对生活中

二氧化碳的介绍来完成新课导入，而针对剩下的内容，如，二氧

化碳的用途、元素构成有哪些，还有物理与化学性质等就可以让

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去探究、验证。在设计小组合作教学活动

之前，教师应设立相应目标，让学生借助教材、网络等路径来进

行二氧化碳基本知识、相关性质的了解把握，然后通过简单实验

的开展来验证、推理相关性质。在具体开展实验时，教师发挥的

作用知识监督与指导，且要鼓励学生遇到疑问或是难题时，要主

动询问，以此来增强合作探究效果，确保学生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化学课堂上，恰当地引用小组合作这一教学方

式，既可以促使更多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探究活动，也有助于轻松

学习氛围的营造，良好的思考、学习习惯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

对此，为了从整体上提升初中生的理性分析能力，创造更多锻炼

实践操作能力的机会，教师要尽可能以更适合的资源与条件来优

化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组织，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教师设计的

探究活动中，并在合作讨论中快速取得理想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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