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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王学功 

（甘肃省榆中县崇文实验学校  甘肃兰州  730100） 

摘要：在高中化学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课程改革已经成为摆在所有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高中化学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任

务驱动法在化学教育过程中的优势所在，积极革新自身的教育理念，从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变成学生学习道路上的引导者，让学生在

课堂上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进行互动，探究，培养学生们的化学核心素养。在本文中，简要介绍了任务驱动法的内涵以及在高中化

学教学中的应用优势与原则，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在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 

关键词：任务驱动法；高中化学教学；应用探究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ask-driven method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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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high school chemistry education，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has become an urgent p

roblem for all teachers to solve.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ers should fully realize the advantages of task-drive

n method in chemistry education，actively innovate their own educational ideas，change from the leader of classroom

 teaching to the leader of students' learning road，let students interact and explore through completing tasks in c

lass，and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quality of chemistry. In this paper，the connotation of task-driven method and i

ts application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advantages and principles are briefly introduced，and based on thi

s，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hop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educators will give valuable 

suggestions afte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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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驱动法 
任务驱动法主要的特点就是将学生作为主体、将教师作为主导、

将任务作为主线。在传统的教学当中，学生们学习化学只是为了考

试，并不能将自己所学的知识灵活的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为此，

任务驱动教学的方式得到了用武之处。任务驱动的教学方式不再是

教师来督促学生学习，也不是任务督促学生，是学生通过教师下达

的任务自己来督促自己进行学习。因此在高中化学的教学当中，应

该广泛的使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将学生的学习环境与生活的环

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使学生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当中轻松的进行

学习。在进行化学教学的时候，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一切学习化学

的资源和设备，让学生在一个自己喜欢的氛围当中采用个性化、多

样化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有效的提高了学生们学习化学的效率。 

二、任务驱动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在对现阶段高中化学教学情况进行了解后，不难发现，很多高

中化学教师依然沿用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课堂上通过填鸭式的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们机械记忆相关化学知识以及应试技巧，这样的教

学方法，严重的打压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也没有独立自主

的思考空间，长此以往，课堂的教学氛围就会变得更加沉闷，也不

利于学生们化学核心素养的逐步提升。因此，近些年来，有一部分

的高中化学教师开始逐步采取任务驱动法的教学理念，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通过布置相应的学习任务，提升课堂的教学效率。总体来

说，任务驱动法有以下几点优势： 

首先，运用任务驱动法进行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们的主观能动

性。学生们可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通过自主探究的方式获得相关

的化学知识，培养学生们的化学技能。相比于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

讲学生听的学习方法，任务驱动法能够给予学生们更多的自主空间，

让学生们对化学现象以及其中蕴含着的化学原理有更深入的理解和

领悟，不需要深刻认识的任务驱动法的核心就是充分尊重学生们的

教学主体性。通过任务驱动法，学生们可以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获

得相关知识与技能，而教师也从课堂的主导者变成了学生学习道路

上的引导者，有效调整了课堂的教学活动结构，有助于提升整体的

教学质量。 

其次，任务驱动法有助于激发学生们的化学学习兴趣，相比于

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们更愿意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

双手进行探究，获得相关的知识学习体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

高中化学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通过恰当的方法激发学生们

对于化学知识的兴趣，那么最终的教学效果事必会事半功倍，任务

驱动法使学生从原本沉闷刻板的教学氛围中解脱出来，通过自己的

思考提出相关任务的解决办法和意见，并在不断的尝试与调整过程

中，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合作逐步解决相关的化学问题，学生们在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从而唤醒了学生

们的化学学习动机。 

三、在高中化学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方式的应用原则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任务驱动教学方式的应用原则主要有四

点，分别是探究性的原则、主体性的原则、开放性的原则、梯度性

的原则。目前高中化学的教学目标主要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

生的效率，接下来便对这四点原则进行简单的分析。第一，探究性

的原则，在高中化学的教学课程中，主要重视的就是对学生的探究

能力进行培养，引导学生对于科学实验的过程多加的体验，参加一

些与化学有关的活动，并对其进行探究。同时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

有利于学生进行探究的一切资源与条件，并且对学生学习和掌握探

究的方法进行有效的指导，让学生自行观察实验的现象，能够自己

总结出结果，同时还可以进行合理的解释与分析，使学生在学到知

识的同时满足了自身的成就感；第二，主体性的原则，在高中化学

的教学当中，应该以学生为主题进行有效的教学，期间一定要注意

学生主体的作用，对学生的独立性、创造性、主动性以及自觉性进

行调动，以便学生可以更好的独立完成实验中所要做的一切，从而

使学生积极的进行主动学习；第三，开放性的原则，高中化学教学

的实验当中，所有的内容不止存在课本当中，所以教师在对问题进

行创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与生活进行紧密相连，使化学的教学有一

定的开放性。同时，对于实验的思路等都应该是开放的，每个学生

的内在与外在的因素都有些不同，因此就导致了一些学生的在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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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时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对内容和思路开放的同时，应该将课

堂也进行开放，在进行化学教学或者是实验的时候不一定必须在教

室内进行，在课堂之外也一样可行；第四，梯度性的原则，教师在

对高中化学进行任务设计的时候，应该将学生认知的水平和规律进

行一定的了解。然后将所要教授的知识中的难点和重点拆开，然后

合理的进行分散的讲解，设计一个合理的具有梯度性的学习任务。 

四、任务驱动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借助问题的导向作用组织多维互动式教学 

在运用任务驱动法开展高中化学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要正确

认识到学生们所探究的任务主题，也就是课堂的探究问题的重要性。

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前，高中化学教师要根据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对

本节课的教学环节进行精心的设计，做好认真备课工作，在充分考

虑到班级中不同层次学生们的学习需求基础上，鼓励学生们充分发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突出学生们的课堂主体地位，设计与之相应

的课堂探究问题，调动学生们的参与热情，让学生们始终积极参与

到课堂的教学活动中来，从而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力，驱动学生自

主解决相关化学探究问题，确保任务驱动法的顺利落实。 

在设计课堂探究问题的时候，教师要充分考虑到学生们现阶段

的身心发展规律，根据学生们的学习经验和生活经验，结合具体的

化学教育主题设计相关的提问方式与内容，问题与内的呈现方式，

最好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直接了当的特点，激发学

生们的任务探究过程中的学习情感体验，使得问题的驱动作用得到

最大程度上的发挥，学生们也可以结合自己所学习的内容与生活经

验，积极找到完成任务的方法，最终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教师要

引导学生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能够一意孤行，要与其他同伴进

行友好的交流与互动，互相平等的交流对于任务的看法，在交流的

过程中产生更多思维的火花，举个例子，在教学《钠及钠的化合物》

这一课时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向学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们都知

道海水的味道是咸咸的，那么是因为海水中有什么样的物质呢？海

洋的成分是什么？”学生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回答出盐的成

分是氯化钠，在此基础上，教师就可以向学生们提出问题，钠元素

和氯元素作为海水中的主要成分，分别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们进行讨论，并且在此基础上让学生们观察金属钠，

试着自己用小刀切割金属钠，引入金属钠的燃烧实验，学生们可以

用自己的话来概括金属钠的性质，并且与他人进行互动讨论，在讨

论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学生们对于金属钠的化学认知，教师要尽可能

地为学生们营造良好的交流平台，鼓励学生们畅所欲言，在交流过

程中逐步形成良好的化学思维。 

（二）借助问题的任务驱动作用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 

在任务驱动法的实施过程中，教师们要做到给予学生们充分的

自主发挥空间，让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展自主探究。在设计课

堂问题的时候，教师要充分考虑到学生们现阶段的学习思考能力，

既不能过于复杂超出学生们的承受范围，使得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产生失落，沮丧的情绪也不能过于简单，学生们不需要仔细思

考就可以得出问题的答案，那么就会丧失完成任务的动力。高中化

学教师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学生们的学习需求，在课堂教学的过

程中，通过恰当的提问方式为学生们提供良好的自主发挥空间，让

学生们能够主动的参与到问题探究的过程中。当学生们在进行探究

任务的时候，教师要鼓励学生们多运用创新思维，打破传统思维模

式的禁锢，从而启发学生的主动思考，有时候，学生会在课堂上有

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高中化学教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生的个性观

点，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为学生们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

式，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探究。举个例子，在教学如何制备乙酸乙酯

的化学实验的时候，教师可以先将总体的化学实验思路告诉学生，

让学生了解先天加乙醇，再加入浓硫酸，最后加入乙酸的实验步骤，

有的学生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参加的顺序出现的错误，那么

会有怎样的后果呢？教师可以借此问题设计相应的驱动任务，学生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分组，选择按照现有的正确操作顺序制

备乙酸乙酯，或者是将原有的试剂添加顺序打乱，对比不同情况下

的实际反应情况。学生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参与相关实验探究任

务，对比不同情况下制备产物的体积大小，激发学生们的化学参与

意识，提升学生们对于所学知识的认知，促进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

不断发展。 

（三）合理创设任务情境，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中化学教师要想激发学生们的内部学习动力，那么首先要考

虑到学生们现阶段的学习需求，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将抽象的化

学知识转化为更加生动形象的直观教学情境，通过设计任务是教学

情境，引导学生们在所设定的情境下完成任务，逐步建立起旧知识

与新知识之间的联系，做到以旧带新，逐步推进学生们的学科认知

能力。教师在为学生们设计教学情境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学生们

的兴趣爱好，合理设计任务式教学情境。举个例子，在讲解氯元素

的时候，教师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教学情境，引入一起在京

沪高速公路上发生过的氯气泄漏事件，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呈现出相

关的图片和视频，让学生们观看了解氯气泄漏带给人员的伤害，向

学生提问，根据这则新闻，能够看出氯气有怎样的性质呢？教师接

下来可以推出这样一个任务，如果你是现场的消防人员在到达现场

后应该怎样缓解氯气泄露事件呢？如果你是周围的普通群众，在面

对氯气泄漏事件时，应当如何保护自己？通过这样生动形象的教学

情境，有效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能够让学生们在所设定

的任务情境下进行主动思考，通过自主学习，查阅资料等方式找到

问题的答案。教师可以让学生们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正确了解氯

气的性质，并且完整设计氯气泄漏时的解决方案，促进学生综合实

践能力的不断提升。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化学的教学过程中应用任务驱动法不仅仅是

新时代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高中教育自我发展与完善的

必经之路。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高中化学教师要深刻认识到

自己肩膀上的职责使命，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科学设计多元化

的任务形式，让学生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化学实践认

知，培养学生们的化学核心素养，打造更高品质的高中化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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