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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下初高中化学合理衔接的教学策略 
◆张青山 

（广东省河源市河源中学） 

 
摘要：随着高中化学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在教学中普遍存在初高中化学教

学脱节现象。因此，笔者将从转变教学理念、深入学习初高中化学教材

而确保衔接自然、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的深广度等方面来阐述新课程背景

下初高中化学衔接教学策略。化学与生活的联系十分密切，对于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来说，化学这门学科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学生从初

中才开始接触化学，初中化学是化学学习的基础，是学生的启蒙阶段。

尤其是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做好初中和高中化学学习的衔接工作十

分重要，而且在新的时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进行

简单探究，希望可以对初高中化学教与学衔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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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作为一门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的学科，就需
要从不同阶段出发，做好知识的引入工作，用来提高化学教学的
效果。伴随着新课改的进行，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些传统问题阻碍了教学的发展，在其不断深入问题的过程中，
不断出现了新的指导教学发展的方法和理念，其中初高中化学教
与学的衔接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 高中化学新课程的实施使传
统的教学模式被彻底打破，改革必须让教师转变教育思想，用新
的理念指导教学，为提高新课程教学的有效性，真正提高教学质
量，广大教师搞好初高中化学教学的合理衔接，也是新课程改革
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教学议题，是每位教师不可回避的首要任
务。 

1.初高中化学合理衔接的措施  
1.1 教师积极转变教学理念  
化学学习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知识

的衔接，尤其是学科内部知识的组织和搭建，教师要积极转变教
学角色。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进步，在教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教
学理念。同时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受到高度的重视。可能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是教学的主体，
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属于被动的从属地位，新时期，老
师和学生之间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教师成为了学习的引导者，学
生成为了教学的主体。在初中教学的过程中，比如，在讲授化学
实验部分的内容时，在介绍化学实验常见仪器的过程中，教师要
有意地去将高中化学相关的知识渗透其中，教会学生试纸的使用
和实验物质的保存方法。在学习初中化学知识的同时为高中化学
知识的学习做好铺垫。  

1.2 教师要自我完善并使用新的方法 
新时期新理念的出现对于教师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
要教师不断地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从而不断地实现自身的超越。
教师个人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帮助教师更好地扮演引路人角色，帮
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化学知识。可以自觉参与一些培训，要树立终
身学习观念，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以此来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
念和知识，提高个人综合素质。  

在教学时，教师可以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提高衔接质量和效
率。以下教学方法可以采用：  

（1）小组合作学习法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分

组，然后，教师在课堂之上将问题分发给学生，让学生在小组内
部解决问题，不断提高个人化学学习质量和效率，小组成员也能
通过交流合作，相互激励，从而实现化学教和学的衔接。  

（2）自主探究学习法  
自主探究能力，是新时期社会对学生的新要求，在学习的过

程中，尤其是化学学习，需要学生有较高的自主实践探究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自主能力，让学生不断地
去实践，从而在实践中自己发现化学知识的魅力，才能从内激发
学习化学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在学习高中知识
的过程中，要鼓励学生不断回顾知识，俗话说“温故而知新”，
让学生在学习时，不断巩固旧的知识，为新知识的学习打下坚实
基础 

1.3 学生要积极投身化学学习  
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是学习的主人翁，是整个学

习的主体。学习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作为支撑，在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要树立认真严谨的态度，改变敷衍、懒惰的态度，不断回顾
初中知识，配合教师的引导，从而做好初中和高中化学知识的衔
接，做好教与学的衔接。 

化学是一门十分有用的学科，其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高，
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高度重视。在课程改革的背
景下，要重视学科内部知识的相互联系，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
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减轻压
力，让初中的化学知识成为学生学习高中化学知识的基础。积极
采用新时期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推进新知识的学习，提高学
生化学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2.新课程标准下促进学生思维低阶向高阶转换的教学示例。 
以高中化学必修 2 中的甲烷、烷烃的结构教学为例，高中化

学必修 2“甲烷烷烃”教学中常规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认识：
甲烷的结构——正四面体；甲烷的特征反应——取代反应；一组
概念：取代反应、烷烃、同分异构体、同系物……这些教学目标
的完成，学生只需要“低阶思维”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被动的记
忆，用“高阶思维”要求对“甲烷烷烃”这部分内容进行重新设
计，整合了教材内容，当安排“甲烷、烷烃的结构”作为第一课
时学习的内容时，引导学生从“低阶思维”转向“高阶思维”迈
进，更深刻地理解甲烷的结构以及简单烷烃的结构，并了解甲烷
向其他烷烃变化的趋势，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充分提升学生的
化学观念和化学学科素养，更好地体现这节课的价值。 

本教学案例在甲烷结构的教学中由学生已知的甲烷分子式、
电子式出发，再通过讨论分析甲烷的空间结构，并通过模拟电子
对之间的作用力而证明甲烷的空间结构，让学生学习到科学的思
维方式。在甲烷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碳原子，让学生逐步学习，参
与课堂思考，学生不仅学习到新知识，还能了解到其发展规律及
衍变规律，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衔接转化。 

结语 
在面对新课程时，困扰教师的最主要的难题是把握好教材的

深浅度，以及如何做好初高中的平稳过渡，对于学生而言普遍感
觉高中课程并不像初中那样简单易学，特别是理科，学习内容更
显得抽象甚至是枯燥。学生在实际做习题或实验时，常常感到茫
然，不知从何下手，一升上高中，中学生的成绩较之初中时期出
现了严重的滑坡现象。本文主要反思了在新课教学中如何做好新
课的“学习准备”，希望对初升高的学生对化学的学习成功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吴惠中.新课程理念下做好初高中化学衔接教学的实践

与思考[J].科学教育，2017（1）. 
[2]以学生为主体的高中化学教学分析[J].刘先印.中学化学

教学参考. 2015(08). 
[3]刘海平.对新课程理念下初高中化学教学衔接的探讨

[J/OL]. 科 技 讯 :1-2[2019-06-19].https://doi. 
org/10.16661/j.cnki. 1672-3791.2019.1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