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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教学中课堂管理和小组合作学习的几点反思 
◆江  玲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金马中学） 

 
摘要：在现阶段的教育中，小组合作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这关

乎学习效率和新课标下的学习要求，如何能够有效地在课堂管理模式下

做到小组合作高效的学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文章对于这个层

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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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中化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和课堂管理 
1.1 合作小组学习 
开展合作性的教学能够通过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在课下通

过小组合作一起讨论解决问题，在课下对课堂上的知识进行再一
次的巩固，不仅能够让学生熟记课堂上所讲内容和知识点，也能
够让他们拥有对于问题的探索热情，培养他们对化学这门课程的
爱好，形成一定的化学思维。其二，能够让他们拥有解决问题后
的成就感和喜悦感。对于化学问题的一个个讨论解决，在无形中
能够培养他们的集体协作精神和树立他们的成就感，让他们能够
有了学习化学的浓厚兴趣和热情的态度。 

1.2 课堂管理 
对于初中化学中的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的应用，需要建立探

究式的教学思路。教师通过一定的问题的建立，让学生通过自主
学习完成较为基础的问题，从而对自己收获到的知识进行分享和
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够让他们养
成独立思维的能力，养成学习化学的主动性。而这种小组合作化
学习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其一，能够让学生形成独立学习和独立
思考的能力。教师在以往的教学中大多都是对于知识点进行生硬
的讲解，学生对于一些不懂的地方进行理解，教师进行灌输，被
称为填鸭式的教学思路，学生不能发挥其良好的独立思考和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限制了思维，不能拓展延展性的思维。 

2、初中化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 
2.1 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1）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是促进他们合作学习的基础。

在初中生中，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思想素质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
因此，要使他们能够把精力放在化学的学习中就需要让他们自觉
主动地做到对于化学课程的学习。 

（2）通过实验来增进学生对于化学中合作能力的提升。在
对于化学课程的学习中，一部分为课本知识内容，一部分为实验
实践内容，两者都是组成化学课堂的重要内容，都不容忽视。在
进行化学实验时，要让学生自己去动手。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我
国教育界进行了大的改革，配备了较为基础的实验设施器材，因
此，要利用好这些实验器材，发挥他们应有的效果。在实验过程
中增进小组合作能力是不错的选择。如在进行二氧化碳的实验
中，仅仅只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个实验的美好完成需
要在实验前有较为合适的实验方案准备、实验步骤准备、实验器
材准备、以及在试验中有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的准备等等，等这
一切都做好之后才可以进行实验操作，因此需要成立一个小组，
小组内的每个人共同分工，做好每一件事情，才能够使得这次实
验圆满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小组内的每个成员通过做好每一个属
于自己的事情，聚集在一个完成一个大的任务，让他们从中体会
到团队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和责任感。教师在进行二氧化碳的
试验中，可以让教师提出一个拓展性的问题，然后小组通过讨论
解决，充分发挥小组合作的作用，教师在学生进行小组合作的过
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向正确的方向思考，并且要在学生中间不断
走动，仔细观察每一个学生在讨论中的状态，鼓励和参与进学生
的讨论中，进一步活跃课堂气氛，使课堂氛围正好属于学生学习
和教师授课激情满满的态度中。 

2.2 学生良好合作学习氛围的建立 
一个良好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环境对于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和

合作学习的结果度会产生极大地影响。一个比较好的教学氛围应
该是，学生在这个氛围下能够进行自由的思考，相对轻松的环境，

促进学生能够大胆的和周围同学进行讨论。达到课堂上应有的效
果。其次，教师要设立符合课堂情景的教学环境，学生根据教师
设定的教学情境中，能够在一定的范围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见
解。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题思维，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鼓励，对
于学生的鼓励要根据实际，对学生的想法进行进一步的引导，同
时要针对学生的想法去提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针对自己的想法
去解决自己的想法，使他们能对自己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记
忆。从而逐步探索出教师针对不同学生的教学方式和方案。还需
要注意的是，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探究和自我讨论，锻
炼学生进行在课堂中积极讨论的能力。 

2.3 学生观察能力的养成对于讨论研究的促进作用 
细心观察能力始终是学生学习化学的一个链接层面。要通过

帮助学生系统的学习使学生脑海中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构
图。学生之所以要合作，是为了他们自身能够有更多的知识体系
思维能力。可以体现在以下的一些层面。在一个层面中，让学生
通过化学本质的认识体会到化学学习的目的；其二在于，在化学
知识点的学习中对于化学知识点进行一个系统的区分和分类，如
在进行对于化合物和对于混合物的分类中，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小
组学习的方式对一些所规定的化合物和混合物进行每个小组的
区分， 后再将每个小组的结果呈列在上面，选取对的结果，并
分析绝大多数的一些物质选错的原因，这样一来，既可以让学生
做到清洗知识点的分类和对于化合物和混合物分类的概念，也能
够让学生明确小组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2.4 学生对于小组合作的 优化的契合点 
众所周知，学生因为处于一个自由的状态下他们的自觉性还

是比较差的，在以往在教学过程中实施学生自主合作的探究，往
往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学生往往将这段时间用于玩笑
和玩乐闲谈，对于教师要求讨论的内容往往不会有多大的成效，
所以教师会选择性地放弃这一教学实践阶段。以保证时间不被浪
费。其实对于这种背景采取果断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学生的自
觉性不高往往和他们的在以往学习中的学习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要求教师对症下药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做出相应的对策：第
一，教师要做到其发行的引导学生，通过短时间的探讨出简单的
问题，在短时间内可以得出简单的结果；第二，教师要做到对于
学生的基本的信任，对于他们探讨所得出内容的尊重，这也是极
为重要的一个层面。 

3、总结语 
初中化学课程是组成初中教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容，是学

生从课本比较固化的思维能力向比较活跃的实践性思维能力的
基础，所以，合作探究是发挥和培养实践动手能力的 有效的途
径之一，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作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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