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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探究学习活动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任彦瑜 

(福建省南平市顺昌第二中学  353200） 

摘要：中学化学教学应与课本、学生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克服以往中学化学教学与现实生活脱节、注重标准答案、不开放性、

缺少协作等问题。通过“课前准备，初步探究，深入探究，始终探究”的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情境、实验和作业，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本文具体探讨了自主探究学习活动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希望

能够给更多的学生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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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新课程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但是在中学化学课上，仍然是

“板书”+“讲授”的传统教学方式；然而，这种完全依靠教师的

力量，强调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化，强调总结和结果，忽略了知识

和结论的过程性，同时也忽略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

的缺陷，使学生形成了“等、要、靠”的坏习惯，制约了学生综合

能力的发展。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要转变师生的学习

习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许多初中

化学教师在多年的实践中，采用了“以人为中心，学会学习”的教

学方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中学化学自主探究学习的模式与实施 

1、预习 

首先，要让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对当地居民的燃料使用

情况进行调查，对环保、经济、资源的利用进行分析，对如何正确

使用燃料提出建议，而有些实验则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腐蚀钉

子、熟石灰中加入黏土的课前准备工作。 

2、初步调查 

这一阶段是新课的开端，通常为 10 分钟，在教学中，应根据

课型和内容的不同，选用合适的教学方法，使新课能够通过生动、

有趣的示范、简单的学生试验、新颖的科学事实等方法，使课堂上

的知识变得简洁、活跃，并能为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创

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其次，鼓励学生大胆地提出自己在预习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进行指点，让学生与身边的同学一起讨论、

如果没有，就让他们去找教师，与教师讨论。 

在面对面的对话中，教师要维护学生的人格，这样，在课堂上

营造了一个民主的氛围，让他们敢于提问，勇于发表意见，从而更

好地促进了学生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3、深入研究 

这一阶段主要是质疑，辩论，并有助于提升第一阶段的学习效

果，也给了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和综合能力的机会，通常是 20 分钟，

针对前一阶段出现的常见问题，组织学生进行深入的讨论，让学生

在辩论中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提问，最后回答问题，并由教

师进行指点。 

实践表明，有些问题可以由学生进行讨论来解决，大部分学生

觉得这种方式更易于被接受，比教师讲的印象更有意义，学生在课

堂上的参与，使他们真正地体会到了学生的主体性，使他们感到自

己是一个有人格的人，受到师生的尊敬，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本文认为，要充分利用化学与自然的密切

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实验，使学生尽可能多地参

与，并创造条件，使学生自己动手、思考、讨论、总结。在此阶段，

教师要在课堂上对一些不能被学生注意到的问题进行补充，并提出

问题供同学们讨论，以保证其完整性。 

4、始终探究 

这一阶段主要是总结、强化，通常是 10 分钟，根据以上两个

步骤，根据学生的提问，通过阅读理解，简单的归纳出本节课的要

点，同时，通过阅读，让学生解答，在课堂上完成，从而有效地缓

解了学生的压力。 

二、中学化学自主探究式学习的运用 

1、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索欲 

提出问题是思考的引子，是学习的内在动力。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应首先“设疑”，设计出符合学生认知层次的、具有启发意

义的问题，引导学生进入与问题相关的情境。通过设置问题情境，

可以让学生清楚地了解问题的目的，确定思考模式，从而激发学生

探索新知识的热情。 

例如在讲人教版“材料溶解过程中的热量吸收和释放”时，教

师可以设计一个试验，把半杯水倒入烧杯（用石蜡粘着），再加三

勺氢氧化钠，然后继续搅拌。通过观察和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学生会注意到，在烧杯的底部，有一块木头掉落了，这是因为

Na0H 在水里的时候，温度太高，导致了烧杯底部的石蜡融化。 

学生们看完之后，很是吃惊，也很好奇，难道是因为融化了所

有的材料，温度都会上升？为什么在溶化的过程中，洛水的温度会

上升？如此，让学生怀着渴望的心态去探究其中的缘由。对于问题

情境中的“问题”，教师并不是单纯的给出问题，而是要让他们自

己去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样才能更接近学生的思维实际，激发他们

去探究。 

2、开展主题性化学实践活动 

教学中的“以化学为本，以身边的环境为依据，理解材料的构

成与改变，并利用所学知识去处理社会问题。”比如，在完成了人

教版《爱护水资源》这本书的教学大纲以后，要围绕下列问题进行

一次科研访问，了解一下这个区域的水质情况。是否含水量太高？

水源受到的污染会给人们和农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里的水源，是

如何被污染的？什么是污染源？如何预防水污染？你还认识什么

“水”？本课程将以访谈、资料查询、现场调查等方式，设计出一

套试验计划，并于课后撰写「我所知之水」之科技短文。在实践活

动中，不同的学习者以其特有的方式观察，从而达到学习了目的。

在主题的引导下，可以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3、引导学生开展协作学习，加深学生自主探索的层次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小组或班集体中，通过个人的自主探索，

使学生在小组或班集体中发挥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思考能力，通过讨

论、提出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反应，对课堂上的

学习方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它能够对学习者的认识进程进行监控

与调节，特别是在问题的解题时要对问题进行准确的评价。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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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质碳的化学性质》的基础上，学生们已经掌握了 C+0、CO2、 

C+ CO、2C0 的基本知识，但是对于 2 C+0、WV2C0、 C+0、 C+ CO、

2C0 的反应过程以及 C 和 02 的反应产物= CO 和 CO 的反应产物的

数量等问题，学生所了解的并不多，所以，在完成这部分后，运用

这一材料，指导学生进行探究。 

讨论题：在封闭的容器中，3 克的碳和 6 克的氧完全反应后会

产生什么样的产物？学生在讨论中发现：①产生 CO2+0,=CO22 产生 

C+2 C+0=2 CO：③产生 CO、 CO、 C+ CO、=2 CO：④结合本题条

件和所学知识， CO 的混合物： C+0 学生自行推理、验证假设；根

据化学反应是反应物按照确定的质量比进行的，推导出①产生 C0，

时反应物的质量比。②反应物质在 C0 产生时的质量比率。③根据

这一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假定在 C+0,C0，进行充分的反应，得

到了 9/4 克的高温利余 m (C)=3/4 克，产生 m (C0)=33/4 克。3/4 克 C

在 C+CO2-2C0 中， m (CO)=11/4 克，而 m (C0)=22/4 克，而 m 

(C0)=14/4 克。经计算，若以 m (C): m (0)=3:6，产生 5.5 克 C0,3.5 克

C0。教师和学生们经过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 

为了便于记忆，有些学生还用数轴来表示以上的区间。2 C+02

的温度（2）反应，可以理解为：① C+O2ACO2C+CO2=2C0，将 2C0

点燃点燃。2 C+O2 从①+②得到（3）在计算两种反应物质的质量时，

一定要考虑到它们中有一个是多余的。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指导学生参考有关材料（如煤

气中毒、温室效应等），并利用新学到的知识，来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例如：为什么煤不是最好的燃料？什么是最需要的燃料？我们

日常使用的煤炭，都是打碎之后用来制作蜂窝煤，根据这些因素，

我们可以推断出，要让燃料完全燃烧起来。1gll2 与 9g02 的完全反

应可以产生多少 g 的水？一个学生在 2 克氧的空气中点燃 3.1 克磷，

是否可以除去氧？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受到了充分的尊

重，每一个学生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可以根

据别人的观点来调整自己的想法，引导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思考

更加深入，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自己的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

从而真正的掌握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从而强化了实验指导，

拓展探究的广度。新的《化学》要求强化实验教学，提高实验教学

的质量，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和探究能力得到

提高，教师可以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和教学实践，将部分示范实验

改为一边讲授一边进行实验，或进行开放性的实验。通过对实验的

探索，使学生能够在教学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来进行问题的解答，

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进行探究式的学习。 

举例来说：在进行酸碱中和（将稀盐酸滴入含有酚酰水的 

NaOH）时，细心的同学们注意到，当溶液从红色变成无色时，每

组使用的稀盐酸的量也是不同的，因此，谁能完全中和？这两个小

组的结果是一样的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需要及时组织了一

次实验。提问：（教师操作）将 10 mLNaOH 溶液（已经滴入 1~2 滴）

到一个小烧杯中，再加入 10 mL 的稀盐酸，使其从红色变为无色。

问：除了水和酚酞之外，溶液中的成分是什么？ 

学生们的讨论得出如下的结论：（1）酸碱的充分反应： 

NaCl,HC1,NaC1,HC1,3，少量的碱含量不够使 Ti 变成红色：NaC1, 

NaOH，学生自己设计的方案：①鉴别溶液中的负离子，测定溶液

的酸碱度，确定溶液中的阳离子。 

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实验的开放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意识。

同学们进行了总结、报告，并讨论了在进行酸碱中和试验时需要注

意的事项。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教学中了解到，为什么要

在每一次加酸，为什么要在反应之前加入苯酚，这样就能把课堂上

的问题结合起来，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到化学的问题和以及解

决的方法，从而使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学习能力得到有效的拓

展，让学生在“消费”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他们的“应用性”，而

这种开放性的提问，可以让不同阶层的人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潜力，

让他们的成绩比较差的人感受到了胜利的快乐，而优秀的人则可以

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激起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终身的研究激

情。 

三、化学教学中的自主探索 

1、自主探究式化学教学在化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化学科学素养不是通过传授、传授、灌输就能培养出来的。只

有在学生主动、动脑筋的主动性活动中，才能使学生在教师的帮助

下，自觉地发现、分析、解决每个问题、体会设计方案、搜集资讯、

搜集资料、调查、思考结论；共享协作的乐趣；在科研中获取对科

学的追求、质疑、批评、容忍、负责的各种科学精神。它解决了传

统教学中与现实脱节、注重标准答案、不开放性、缺少协作等问题。 

2、化学教学中的自主探究学习要与教材、学生的实际情况密

切联系 

在教学实践中，探索性学习并非完全的教学活动，而是一种单

纯的探索，它会导致教学过程中的形式化、机械化，学生也会产生

一种逆向的心理，而事实上，在课堂上，对课本中的一小部分或一

小部分进行研究，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 

3、化学教学中的自主探索学习制约因素 

首先，教师要掌握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要有很强的统御能

力，这样才能保证一节课的顺利进行，而且，由于学生太多，导致

了一些学生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二是因为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设备

都会影响到这种教学方式，特别是在农村学校，而且化学实验的准

备时间太长，很难掌握，从而影响到实验的顺利进行。开展自主探

究学习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增强他们的观

察力、增强他们的思考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作为一种启发式

的教学方式，必须在教学中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结语： 

本文提出了“自主探究”是指将“学习”看作是一种解决问题、

让学生学会探索与思维方法的方法。这是一个符合初中学生认知、

思维活动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因此，在化学课堂中，要使学生在

化学课堂上进行探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尽量给学生创造更多

的探索空间，让学生自由思考，去实践，让学生在复杂的情境下，

以求知的态度去认识和创造，以适应未来的社会和终生学习的需

求，以求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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