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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求广大教

师围绕这一理念进行教学模式的探索革新，注重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引导他们积极主动的获取知识，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

高教学质量。对此，高中化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应该注重探究式教

学的实践运用，在坚持自主性、实际性、指导性原则的基础上，要引导

学生构建知识框架系统，通过设计问题情境激发学习兴趣，还可以通过

联系实际生活优化开展习题训练，从而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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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课程不断改革的背景下，就高中化学的教学工作而言，

要求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知识运用的能力，
要求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学会做题，把握做题技巧，同时培养学生
的思维创新能力，探究能力，实践能力等等。在高中教学中，老
师应该依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将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变，始终
坚持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利用新型的探究式教学，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1 探究式教学在高中化学课堂中的应用原则 
（1）自主性原则。探究性学习模式要以学生为主，在教师

的引导下用自主思考和合作交流的方式去主动的理解知识，教学
要以发挥出学生的主动性为目标，不断提升学生研究兴趣。例如，
在充分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自主制作分子堆积模型、简单酸碱指
示剂等化学教学设备，努力克服在理解知识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
难，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思考，培养探索精神，全面
提升学生的自身素养[1]。 

（2）实际性原则。教师在进行化学教学时，提前根据教学
目标、教学活动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学生，并且尽可能多的将
有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知识点相结合，以日常生活为突破点来
进行课堂上的探究性学习。例如在学习有关“硫酸”内容时，利
用“黑面包实验”，让学生观察小烧杯内部少许水和蔗糖在加入
适量浓硫酸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通过蔗糖体积的变化以及
刺激性气体的挥发，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再结合课堂上
的化学知识，提高自身的科学探究能力。 

（3）指导性原则。教师要在探究性学习模式中起到引导的
作用，不仅要有意识地在一些枯燥难懂的知识点中做好丰富课外
内容的添加，让学生正确的领悟探究学习方法，同时还要组织学
生参加到课堂探究的活动中去，让他们通过实际体验和经验积
累，细心感受进行探究式学习过程，并且做好学习思路的梳理，
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 

2 探究式教学在高中化学课堂中的实践应用 
2.1 构建知识框架系统，理论联系实际 
在新课程改革的标准下，教学方法之中借鉴了“建构主义”

的思想，其思想和探究式教学方法的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比较
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度，学生要通过思考和总结，将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形成一个大致的知识框架[2]。在化学教学中是
离不开探究式教学的，化学的学习需要将理论基础与生活实际相
结合，才能更好的学习化学知识，否则学生就不能将理论用于实
践，不仅不能学以致用，同样也失去了学习化学知识的乐趣。探
究式教学，在传统的教学课堂中融入了和谐民主的氛围和自由发
表言论的情景，推动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联系自己的生活状
况，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结构。例如在学习“氧化还原反应”时，
可以将其中的知识进行整合，利用基本概念，实质特征基本规律，
反应方程式的配平以及计算等相关知识构建知识框架，推动学生
更好地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知识。 

2.2 设计问题情境，激发自主学习的兴趣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所以新课程背景下，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简单的模仿和
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应该成为主要方式。教师

应该在课堂上组织和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猜想、验证、推理与
交流，通过学生的有效参与，让学生自主学习、探究问题、解决
问题，主动地获取知识[3]。教师在设计实验教学程序时，应认真
构思好学生观察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和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
法，对试验中出现的问题、现象和失败的原因要尽可能考虑细致，
尽可能多设置几个为什么？以激发学生思维。例如在讲解 Fe2O3

之前，可以先向学生提出问题：“铁为什们会生锈了？它的氧化
原理是什么？”然后让学生讨论交流，并提出自己的答案，让学
生在互动学习中，轻松掌握晦涩难懂的化学知识。由浅入深，提
出问题，引发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共同讨论，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才能更好地吸收到所学习的化学知识。 

2.3 联系生活实际，优化开展习题训练 
探究式教学，除了能够帮助教师将课堂气氛的活跃度提高，

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外，还可以在学生进行习题训练时发挥其
作用。探究式教学法的发展，使教师减轻了学生的习题量，并且
提升了学生的做题效果，推动学生选择合适的题目类型进行对知
识的巩固。题目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引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与思考，例如生活中的纯碱在化学中为 Na2CO3，生活中常见的
小苏打为 NaHCO3，也可以利用化学方程式解决生活中铁被氧化
的问题，如：3Fe+2O2 生成 Fe3O4。在充分理解化学理论的基础上，
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引领学生畅所欲言，积极表达自己对
于知识独特的见解，推动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利
用探究式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思考，主动获取知识的积极
性，加深对知识的理解[4]。 

结语 
总之，在高中化学课程之中利用探究式教学进行教学，突破

了传统的守旧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推动学生主
动获取知识，同时能让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理论知识运
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了解化学与生活的联系，感受化学知识的魅
力。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培养了学生知识运用的能力，为学生的
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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