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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为引，促学生发展：初中化学项目化教学策略 
冯志伟 

（苏州市吴江区梅堰中学） 

摘要：初中阶段是学生学习化学知识的重要阶段，该阶段的教学质量对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初中化学教师

应当理解项目化教学内涵，合理设计项目，保证项目的实用性。本文分析项目化教学法在初中化学教育的应用，为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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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增高，具有自主学习能

力及实践创新能力的人才在社会具有较大的竞争力。为适应该形

式，在初中基础教育阶段，也应当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关注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此背景下，新课程改革对化学教育提出较高的要求。

遵循宏观辨识及微观探析的理念，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现阶段，初

中化学项目化教学法在教学研究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方面广泛

应用，通过项目教学法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改善学生的认

知，让学生在项目化学习中掌握化学规律。在项目化教学中，学生

成为课堂的主人，该教学模式与核心素养培育的要求不谋而合。 

一、明确项目目标，培养学生探索意识 
项目化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设定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师

可以先设置一个大的目标，根据大目标设置子目标，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完成各个子目标，最终完成整体目标。对此，初中化学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应当合理化设计目标，首先，教师应当解读教材，认

知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掌握教学关键。明确项目教学目标完成对整

个项目的设计及实施。比如，教师在教学“性质活泼的氧气”过程

中，以项目化学习为指导，在课程初期，教师引导学生：“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学习有意思的知识？你们先自行搜索关于氧气的资

料。”在发布项目后，学生通过书本及网络技术查找关于氧气的知

识，并做好记录。随后教师提问学生是如何完成项目的，学生表达

自己的查询过程。教师提问学生对氧气有哪些认识，学生说出氧气

的表达式，并说出氧气的功能。在此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先设定

项目目标便是让学生认识氧气，随后让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掌握氧气

的相关细节内容，通过完成一个个的小目标，最终让学生掌握氧气

相关知识。 

二、划分多个小组，完成项目任务 
在初中化学项目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应当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

力，通过团队协作完成任务，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强，完成任务的积

极性更高。小组合作教学模式在课堂随处可见，通过合作教学锻炼

学生沟通能力，让学生相互借鉴、共同进步。项目教学法将完成的

学习过程进行分解，划分为设计方案及执行方案、经验总结等，在

项目学习中，学生能掌握基础知识，也能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合作精神是项目教学的核心，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整个项目流

程，教师在化学课堂学习中，通过编排小组，帮助学生完成项目任

务。比如，学习“奇妙的二氧化碳”过程中，教师先让学生认识二

氧化碳，在项目教学法实施过程中，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认

识到二氧化碳吗？你们知道二氧化碳的功能吗？”通过提问的方式

先引出大的目标。教师带领学生完成二氧化碳制取的实验，激发学

生项目学习兴趣。学生掌握二氧化碳的基本资料后，教师让学生分

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通过鸡蛋壳和醋酸反应及石灰石和稀盐酸

反应等方法完成实验，在项目化学习中，学生掌握二氧化碳的制取

方法，也能提升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 

三、总结实验成果，培养评价能力 
在初中化学的实验项目化学习后，通过实验汇报有利于培养学

生对项目的认知，对课堂学习的知识进行回顾，也能达到巩固知识

的目标，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实验项目汇报后，教师引入其

他同学的项目，让另外的同学进行评价，相互提出改进意见。在项

目评价过程中，学生能养成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能提升合理评价的

能力。学生学习“溶液的酸碱性”项目后，教师让学生说出对彼此

的实验方案认知，表达出不同的见解。比如，A 小组的实验项目完

成较好，但小组之间的配合不默契，部分成员并未融入其中，在实

验过程中，部分实验步骤存在偏差，导致实验效果存在欠缺。面对

实验失败的小组，其他同学也要进行评价，在评价后对小组进行鼓

励，使小组成员在后续的实验项目中更加努力，在评价过程中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辨证思维，让学生在初中化学学习中更加努力的完成

每个项目。 

四、理解项目内涵，合理完成项目 
项目教学法在提升学生认知能力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探究微

粒运动的实验”学习过程中，通过浓氨水及无色酚酞试剂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将学生划分小组，教师先完成演示实验，比如，

在 A 烧杯中加入 20ml 蒸馏水，随后加入 2-3 滴酚酞试液，获得溶

液甲。在其中加入 1-2 滴浓氨水，学生观察其中的实验现象等。在

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积极观察，理解实验项目中的活动规律，

掌握氨水遇到酚酞试液变红的原理及浓氨水挥发出的氨气微粒运

动原理。但实验也可能存在缺陷，还需掌握缺陷，从而让学生分小

组重新实验，观察不同的实验结果。但该实验操作繁琐，若存在风

险性，还需以视频教学为主，通过有效的教学方式保证学生的学习

效果。 

结束语：核心素养已经成为教育的主题，在教育过程中，教师

应当把握学习要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项目化教学模式在初中

教育广泛应用，在初中化学教育中应用有利于提升教育质量，保证

教育成果。在应用项目教学法时，教师需要进行合理化的项目设计，

使学生不断完成项目，提升项目学习成就感，让学生积极投入到项

目学习中，并培养学生的评价能力，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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