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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构建互动课堂，释放学生活力——谈初中化学教学 
◆王尚君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关公潭中学） 

 
摘要：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应

当是协调统一的，应当是双方不断反馈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

互动课堂的构建，让学生在互动课堂中及时向教师反馈呈现自己的学习
成果，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向，让师生互动激活课堂、释放学

生活力。本文就初中化学教学中，互动课堂的构建展开了论述，提出了

几点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初中化学；互动课堂；活力释放 

 

 
一、问题引导，激发学生探索欲望 
初中化学知识的逻辑性强，既要求学生学会从宏观角度看一

些化学现象，还要求学生要从微观角度分析其变化的原理，这种
要求让不少学生感到难度大增。为了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拨开初
中化学的面纱，将宏观现象和微观变化统合起来，教师在教学中
可以通过问题引导的方式帮助学生认识新知，通过问题引导的方
式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中逐步完善，并将自己的
答案呈现给教师，从而构建互动的化学课堂，增强课堂教学活力。
例如，在《水的组成》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学会
探索常见水的奥秘，教师可以向学生呈现水的点解和生成气体的
检验的实验，并从现象出发，让学生在对现象的观察中、由教师
的引导而认识水的购车。在水的电解实验中，教师引导学生观察
实验并设置问题：（1）电解水之后产生了怎样的现象？（2）生
成的气体的体积比大约是多少？（3）你猜想着这种气体是什么？
（4）如何检验这两种气体呢？通过如上问题的设置，教师引导
学生从水的点解和水的物质构成出发，通过问题引导的方式帮助
学生逐步认识水的构成，更让学生从水的点解现象中分析推理，
学生的思维能力在问题引导中得以增强，学生在不通层次难度问
题的回答中，与教师不断互动交流，学生的学习活力释放，课堂
氛围变得愈加浓厚。随后，在学生的猜想中，学生初步建立对进
一步检验生成气体的实验，教师进一步以问题引导的方式组织学
生开展探索研究，从现象推理中验证两种气体的生成，引导学生
观察并思考问题：检验正极生成气体时，出现了什么现象？说明
是什么气体？检验负极气体时又出现了什么现象？说明这是什
么气体？通过如上问题的设置，让学生既学会从通过实验的方式
检验物质的生成，也能从现象的总结出归纳生成物。通过问题的
引导，让学生逐步深化新知，循序思考，学生的探索欲望伴随着
问题的逐步深入而逐步提升，互动课堂也就得以构建。 

二、实验探索，点燃学生探索热情 
化学学科以实验为基础，教师教学可以在教学中通过实验教

学的方式组织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实验参与中与同伴之间交
流，在实践操作中逐步升华认识、提升能力。例如，在《酸和碱
的中和反应》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先从生活经验中，引入
改良酸性土壤、处理硫酸厂废水和治疗胃酸过多等酸碱中和反应
的应用，帮助学生初步对酸碱中和反应进行感知。随后，教师为
学生提供 NaCl、Na2SO4 等溶液，引导学生通过实验的方式探索酸
和碱的反应，并自主选择检验酸碱性的试剂和检验的材料，让学
生从操作中不断感知体验，并自主选择相应的酸碱测试试剂，如
紫色石蕊试液、酚酞试液或者 PH 试纸等。在这一实验活动的创
建中，学生从逐步的猜想，到实验探究；从实验现象的观察到实
验结论的得出；从试剂的选择到最终酸碱是否发生反应及其生成
物等结论的获得都是伴随着学生的探索过程而得出的。教师在学
生的实验过程中，参与学生的实验操作中，规范学生的实验操作
步骤，并通过问答的形式逐步深化学生的认识，愉悦浓烈的学习
氛围在实验探索中得以建立，学生也在探索的过程中而逐步升华
认识，热情高涨的学生与教师不断反馈交流，学生的学习热情随
之变得高涨，互动课堂建立下的初中化学变得更具趣味，学生的
活力释放、潜能得以挖掘。 

三、合作学习，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互动课堂的构建，不仅包括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还包括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彼此之间的交流让学生更有助于及
时化解学生心头的疑问，让学生集思广益、发挥集体的智慧解决
问题。对此，互动课堂的构建，还可以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开展
教学，让学生学会在合作中与同伴交流成长。例如，在《二氧化
碳和一氧化碳》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认识二氧化
碳的性质，教师引导学生创建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实验。在本实
验之前，教师先向学生呈现一氧化碳的基本物理性质。随后，教
师引导学生设计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实验，并给学生呈现如下实
验装置，并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交流思考：（1）此实验装置还能做
哪些改进？（2）由此实验中的现象，可得出哪些物质的性质？
你能写出哪些反应的化学方程式？通过学生集体的智慧，学生学
习效率提升，集体智慧成果让本实验得以完善，学生的学习热情
也随之变高。 

 
 
 
 
 
 
 
 
 
 
 
 
 
 
总结 
初中化学互动课堂的构建，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

学生在互动课堂的参与中，学习活力得以释放。对此，教师可以
通过问题引导、实验谈及和合作学习的方式组织开展教学活动，
以促进学生热情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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