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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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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问题要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在当前新课

改背景下，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教学的主要

内容。这就需要中学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深入的学习和贯彻新课程

标准的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对化学的学习兴趣，从而引导学生养成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但在实际的教学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限制了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基

于此，本文就中学化学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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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化学是学生进行化学学习的基础阶段，对今后化学的学

习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在当前实际教学中，教师受传统应试教育
的影响严重，只关系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学生进行灌输式的教学，
使学生被动的进行学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不利于
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因此，化学教师要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促使学生进行自主探究，从而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同时，提高教学的有
效性。 

一、合理设计课堂结构 
在知识信息高速更新和发展的今天，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能

力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首要因素。在化学教学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首先要优化课堂结构，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
主导地位。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就是引导
学生主动学习，去探究知识，去感悟知识的产生和形成过程。目
前一个突出的共性问题，就是课堂上教师讲得太多，特别是毕业
班的课。教师本来是一心为学生着想的，只担心漏讲知识或少讲
而学生不会。教师讲得很辛苦，但学生处在被动听课状态，学生
独立思维的空间太小，很难获取较大的学习效益。因此，要实现
主体教育思想就必须打破以讲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变“以
教为中心”为“以学为中心”，构建学生主动参与、师生共同探
究知识、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教学情境[1]。就要在平时教学和课
外活动中，凡是能让学生自己动脑、动口、动手的，教师不要包
办代替。在教学中我们还主动投入到学生中，和他们谈理想、谈
生活、谈兴趣、探究知识，尊重他们、呵护他们。 

二、创造融洽的教学氛围 
中学生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对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这些都是问题意识的种子。然而，这颗种子能否萌芽，取决于是
否有一个适宜的教学土壤。在现实课堂教学中，许多学生习惯于
让教师提出一个个问题，即使自己产生了一个疑问也不敢向教师
提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教师怕影响自己的权
威、怕打乱教学程序，教师对问题的培养意识重视不够，学生只
有一味接受，于是课堂变成了教师的一言堂，久而久之，学生也
就没有问题可问了。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要破除这种“习惯
意识”，首先就要营造融洽自由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大胆质疑，
鼓励学生求新求异，正确对待学生的提问，不讥讽、不嘲弄，挖
掘其可贵之处[2]。特别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
教学中“少一些不准，多一些允许”，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自
由地呼吸”，敢想、敢说、敢做，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有这
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引导他们再
认识，再发现，再创造。在这种民主平等的学习环境中，学生方
能逐步解放自己，在思维的空间自由驰骋，逐步做到敢于思考，
勤于思考，勇于提问，善于提问。 

三、开放探究实验 
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实践操作能力是新课标下的重点教学内

容，为此在中学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加大开放式教学
模式的应用力度，提高化学实验教学的比重，通过探究式实验教

学的方法加深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程度，同时训练学生
的实践操作能力，熟悉掌握各类化学实验设备的正确用法以及实
验探究的步骤，养成良好的实验探究意识以及严格的规范意识，
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3]。例如：在教学“钠与水的
反应”一课时，教师可与学生一起观看钠与水反应实验视频，并
对学生进行相关讲解，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在对学生进
行小组分组，讨论实验现象及钠的物理性质，在让学生进行小组
实验，并进行记录。通过这样的自主学习，让学生理解了活泼金
属与水反应的实质。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各项能力。 

四、运用互动式问答 
在课堂教学中，有效的提问能激发学生进行思考，提高学生

的注意力，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因此，中学化学教师要深入的
研究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问题，运用互动式问答，循序渐进的
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掌握，从而不仅使学生轻松的掌握重点、难
点，更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例如：教师在做镁条燃烧的化学
实验时，可一边实验一边让学生进行仔细的观察，提问学生都观
察到了哪些现象。学生观察后能得出有白色的光，燃烧过程中还
会放出热量，生成物中有白色的固体。教师对学生的回答及时的
给予评价，通过问答的形式，学生能够加强对镁条燃烧现象的掌
握，提升化学教学的效率。 

五、评价方式的改进 
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有相应的评价体系作支撑，评价是教学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总有许许多多的
障碍，之所以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它与现有的考试、评价
制度不完善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当前中学教学还没有摆脱应试教
育阴影的情况下，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
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势在必行。考试应该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
注重考查学科综合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
能力；在考试内容上，减少封闭性试题的份量，增加开放性试题
的分量，把研究性学习的实施与考试内容结合起来，考查学生的
综合能力[4]。 

在平时教学中，应多采用鼓励性评价为主，不应该使评价成
为区分学生优、差的工具，而应该使其能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在不足中吸取经验，以待日后更有提高。另外，学生在犯错
之后，不应该立即给予过多的惩罚和责备，这样容易造成学生恐
惧失败的心理。人难免会犯错，如能在错误中获得启示与经验，
学生就更容易迈向成功的目标。教师要让学生有改进的机会，引
导他们在改进中学习，从失败中获取经验，最后必能在成功中成
长并获得满足。 

结语： 
总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教师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那些有效和有创造性的活
动，课堂教学中，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给学生主动提问
的时间和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愿望，使学生沿着正确的思路去分析
和研究，教师在学生思路堵塞时起到点拨的作用，为学生主动创
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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