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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
周少华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第一中学 334500）

摘要：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师要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作为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训
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注重学生实验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中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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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化学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联系化学这门学科的特

点，有目的，有计划的去进行教学。另外，老师应该善于分析学生，

注重与学生们之间的交流，挖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不断的探索

新的教学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初中化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们

应用知识的能力。

1 激发学生兴趣
教师在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时候，应做到从学生的兴趣出发，

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很好地理解化学在生活

中的价值，并且缓解了课堂的紧张感，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例如，关于“化学胶体”的讲课中，课前要求学生预习关于胶体的

章节课程，上课时提问学生，“生活中有哪些物质是属于胶体的

呢？”在学生讲完之后，由教师举例，烟、云、雾、水晶、有色玻

璃、水晶、蛋白溶液等等都是胶体，并且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出相

关图片。学生在观看后就会发现，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胶体，感

叹化学的无处不在。无形中增强了学生对关于胶体学习的兴趣，使

之对后续丁达尔效应等等的相关知识点的探究充满积极性。化学离

不开生活，生活充满化学。教师应该将生活与化学相结合，让学生

在生活中探索化学知识。高中生只有对化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才能将精力投入到化学探究中，不断的锻炼学生的化学知识探

究能力。

2 创设教学情境
想要解决学生缺少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问题，就需要教师挣脱

思维限制，围绕学科特点和学生学情，设立相应教学情境，从而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思维，促使其自主开展探究学习，不

断强化探究能力。例如，在讲授“氧化剂与还原剂”一课时，教师

可围绕课本教材、现实生活，来给学生设立教学情境：长时间置于

潮湿的空气或潮湿环境中的钢铁，很容易就会生锈，并给学生展示

对应图片。想要解释这一现象，就需要学生探究引发生锈的原因，

挖掘潜藏的化学原理，以此为前提，带领学生开展专项探究学习。

同时也为后面电池的学习及钢铁的电化学腐蚀学习埋下伏笔，进一

步激发学生探究性学习的欲望。再如，在讲授有关“氨”的知识点

时，教师就可为学生设立以下情境：每当秋季来临，庄稼丰收，农

民心情愉悦，顺势导入植物生长和氨的关系，引出本堂课的主题：

“氨”。随后，再由教师带领学生开展氨的喷泉实验，引导学生探

究喷泉的产生原理，以及相关化学反应。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促使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增添学习趣味，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主动性。

3 给予学生探究问题的方向
在高中化学的教学课堂上，关于问题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但

是要想学生积极的思考问题，并且主动去探究学习，教师需要注意

的一点就是，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思考。只

有教会学生解答方法，才能让学生乐于探究学习。例如，在讲授关

于“化学键与分子的结构”时，如何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教学中来，

并且引导学生探究学习呢？第一步，向学生提出相关化学问题“为

什么冰山会浮出水面？”在学生进行各种猜测和表达后，由教师进

行分析，引入氢键，并且说明氢键的存在使得冰山浮起来的原因。

第二步，进一步讲述关于氢键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为即将要求学生

解答的题目做出铺垫和知识基础。第三步，设置问题“HCL 和 HNO

两种化合物中存在氢键的是？并说明原因。”然后给定学生几分钟

的时间自主探究，总结出如何确定该化合物存在氢键。教师将教学

简单分成三个步骤，以比较有趣的问题开头，引导学生思考，接下

来为学生探究学习给予知识点的铺垫，最后提出问题进行探究，总

结出一般结论。这种方式提高了学生探究学习的效率，引导学生积

极主动去学习，有利于培养探究学习能力。

4 以实验操作为重点
教师应当合理地组织学生进行化学实验，化学实验课不仅有助

于学生对化学知识点的理解，更是有利于学生探究能力和动手能力

的培养。例如，“混合物的分离和提纯”这节课的讲授，其中混合

物的分离和提纯主要运用到过滤、蒸发、蒸馏和萃取四种方法。由

于学生对新知识点的陌生加上学生缺乏动手实践的机会，如果单纯

的讲解，学生很难区别其中的差异，尤其是蒸馏和萃取。因此，教

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实验，实验可以是关于“粗盐的提纯”，因为

这项实验涉及以上四个步骤，让学生对每个步骤都进行操作，在实

验的过程中，进过认识——了解——操作——总结，学生充分了解

到四种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的同时，动手实验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知

识点的理解。实验操作是化学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实验中，

教师会发现学生思考问题之主动和回答问题态度之积极，因此，由

学生自己动手实验，有利于激发了学生探索未知的欲望，进而达到

自主学习探究的目的。

5 联系实际生活
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善于抓住化学和生活间的关联点，

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激发学生探究欲，促使其积极自主投入到课

堂学习中，促进学生探究能力的逐步提升。例如，在讲授“可燃性

气体”一课时，教师就可给学生例举一些和实际生活有关的案例：

除夕夜的时候，小明把点燃的烟花扔进了地窖里，谁曾想在沼气作

用下，导致引发了剧烈爆炸，给小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生命危害。

这个案例和人们生活非常贴近，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认识和理解可

燃性气体，并引导学生围绕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和探究：在我们生活

中关于天然气的安全使用方式有哪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在激发

学生探究欲的同时，促使其将所学知识和实际生活有效结合到一

起，培养和锻炼学生知识应用与探究能力，进一步达成培养化学核

心素养的目标。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学的重点从以往的知

识传授逐渐转变为培育学科核心素养。因此，教师要重视更新教学

理念，创新教学模式，有效使用创设教学情境、联系实际生活、选

择探究问题、小组合作教学等方式，以便激发学习兴趣，培养探究

能力，落实核心素养的培育目标，促进学生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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