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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运用 
◆赵保力 

（河北省衡水市第一中学  253800） 

 
摘要：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反

思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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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不思则罔”，反思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性自古就被教
育者们倡导和重视，反思不仅能及时改正错误，还能优化己有的
认识，提高自身素质。在学习 过程中需要不断反思自己是怎样
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运用了哪些基 本的思考方法、技能和技巧，
走过哪些弯路，有哪些容易发生的错误，原因何在，该吸取哪些
经验教训等。没有反思就没有知识和概念的自主建构，没有反思
就没有学会到会学的质的飞跃。 

因此反思性学习是个体认识事物的高效有益的学习方式。而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偏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很少要求学
生对学习的过程进行反思，也不会给学生以反思技能的指导和训
练，学生自己也很少自觉地进行反思。我想这正是造成学生学习
质量低下、化学思维发展 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基于此，在高
中化学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反思性学习便成为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下面是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一点粗陋的体会。 

一．利用实验教学，促进学生反思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教学可以提供直观素

材，培养学生的各种技能，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同时也
是培养学生反思性学习能力的绝好途径。新课程理念指导下，教
师应整合教学资源建立一种问题解决的实验教学模式，变“照方
抓药”式实验为学生自主探究式实验，使他们在实施自己设计的
实验方 案遇到障碍时更能够积极地独立思考，调整思路，保证
实验问题的顺利解决，从而提高反省认知能力。例如，讲授盐类
水解这一课时，引导学生根据酸溶液显酸性、碱溶液显碱性这一
已有知识推测盐溶液应该显什么性呢？学生大都会答中性，此时
教师提供氯化铵、醋酸钠、氯化钠三种盐溶液要求学生设计一个
实验来验证自己的推测。这一实验设置了对照组，控制了实验中
的单一变量，为学生的反思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尤其是当学生发
现实验现象与预想的不一样时，便会立即产生疑问，反思自己最
初的推测，进而激起探求真相的欲望，进入积极思维状态。借助
对实验结果的反思，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一方面能
使学生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过程和策略，促进自身思维品质的发
展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利用化学史教学，促进学生反思 
我们学习的化学知识是化学家们几千年艰辛探索的文明成

果，直接简单地告诉学生结果，很难提升他们的化学素养。反之，
如果能让学生从当年化学家的角度去探索、反思、进而“发现”
这些知识，既可以完善学生的化学思维，又可以提高他们的反思
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才能使其成为学生的再发现呢？平时
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化学史教育，创设当时的 问题情境，坚持学
生为主体，注重发现的过程。例如，在介绍苯分子结构的教学中，
苯分子的结构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其中 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
程？就可以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沿着化学家的道路，去再发现，
促进学生的反思性体验。 

三．利用习题教学，促进学生反思 
大多数学生在做化学习题时思维活动在解出题目的答案后

就停止了，订正错题时也仅限于重新求得正确答案，他们大都缺
乏对已完成作业进行反思的意识，这显然不利于知识的牢固掌握
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时教师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
应以习题评讲作为切入点，采用提问方式启发学生积极反思，促

进学生发现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和思维能力。比如有
这样一道习题：在 KClO3 +6HCl (浓) ==KCl +3Cl2↑+3H2O 的反
应中，被氧化的氯与被还原的氯的原子个数比为  A．1：6      
B．6：1      C．1：5      D．5：1 大部分学生都错选了 B。
评讲时教师可以设置一连串的问题：“盐酸在该反应中体现的性
质有哪些？”、“6mol 盐酸都被氧化吗？”、“HCl 前面的系数 6
应该拆成几加几？”、“产物中 6mol 零价的氯来自于哪些反应
物？”“你分析这道题目时忽略了那个关键点？”“类似的氧化还
原反应都应该注意这一关键点，比如我们学过的 哪些反应？” 
这一组问题层层递进，逐步深化，可以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解题
过程，在反思中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原因，找到解决一类题目的方
法。 

四．撰写反思日记，形成反思习惯 
中国有句古训：习惯成自然。教师如果要求学生把每一阶段

的学习过程及学习结果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可使学生将反思的
习惯落在实处。学生的反思日记是学习过程的一种经常性的总
结，是学生用自己的词汇对学习体 验和感悟的系统地整理。这
些日记具有很强的揭示性，通过它学生可以认识到自己这段时间
里学会 了什么，会是因为突破了思维的哪个关键点。还有那些
是不太会的，问题的症结卡在哪儿了。通过反思归纳总结迁移质
疑从而更好地组织自己的学习。另一方面，教师通过学生的反思
日记 可以了解自己的教学 行为有那些优点和不足，从而及时的
调整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方法。学生每单元一次整理他们的学习
记录，每次将反思报告上交给教师，教师在学生日记上或作一些
适当的学习方 法、学习策略的点评；或写一些鼓励性的话语，
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或为他们日记上留下的疑难问题指点迷津。
这样，学生持续不断的写反思思日记，化学反思性学习能力就会
逐渐提高，反思品质就会逐渐形成，他们的学习兴趣、学习信心，
竟争意识、主动参与的意识就会明显增强，他们就会从多角度、
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思化学问题，以达到求新、求异、优化解题
思路、提炼化学思想方法的目的。在化学课堂中可以加强学生的
反思性学习，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也能有
效地带动课堂气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然，培养学生反思性学习能力的教学活动中，要突出学生
的主体，教师的引导不能替代学生的思维活动；要注重过程性，
淡化结果性；要注重教学的开放性，淡化 教学的结构性；要注
重启发性，消除灌输性。高中化学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反思
性学习值得我们化学教师进一步的探讨和学习。 

实践表明，"反思性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运用，首先要
求教师对教学有自觉的意识，在不断尝试"反思性教学"过程中培
养自己对教学活动的自我评价的习惯和能力。此外，教师反思能
力结构中的自我监控能力与教学监控能力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的，以教学监控能力的培养为切入口，可以进而提高教师的自我
监控能力，以及对教学过程进行修正和控制的方法和技能，同时
养成对学生的敏感性。这样，教师的监控能力不断得以提高，面
对教学过程中各种问题都可以应付自如。  

化学教学中要求我们反思的层面是很多的，我们应在新课程
改革的理念下，加强对教学情节的回顾、反思和分析，总结教学
得失，改进教学方法，使自己的教学理念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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