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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的有效提问 
◆黄成芬 

（重庆市巫山初级中学  404700） 

 
摘要：本文以初中化学课出发，探讨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分析我国在课

堂教学提问环节存在的不足之处，并针对初中化学课堂提出几点优化措

施，希望对此领域的教师有一点帮助，改善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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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之间要有一定的交流，这样可以保

证教学效率，对课堂的氛围亦是一种提升。教师在课堂上转变传
统的教学方式，通过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来促进学生思考，进
而掌握所学的知识点。但目前来看，我国的大部分学校的课堂中
缺乏提问环节，或者提问环节太过形式化，教师敷衍了事。针对
上述现象需要进行改善和优化。 

一、我国课堂教学提问环节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初中阶段，学生正处于一个学习的黄金阶段，具备一定的知

识储备量和思维，对待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在具体的教学
工作中，要想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就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
来进行检测，而且，通过提问，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有利
于学生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可见课堂提问的重要性[1]。但
实际情况是，课堂提问极少，大部分时间都是教师在讲解，学生
跟着教师的思维。尤其是步入初三之后，面对即将要来的中考，
每天的教学量比较庞大，教师要讲许多东西，课堂上几乎就是零
提问，教师这样做，忽略学生对所讲知识的掌握情况，导致教学
效率低下，明明很卖力地教，但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提问最多
的课堂就是，领导前来听课，此时，教师才会细心安排，设计合
理的问题用来提问。平时课堂，教师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以赶进度
来忽视提问环节，从而导致现在很多课堂死气沉沉，缺乏活力。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教师提问过于随意，提出的问题也不具备检
测的作用，该行为活动并没有起到作用。比如，教师让学生做题，
任意选择一列学生，依次按顺序进行回答，后面的学生就只关注
自己即将要回答的那一个问题，对别的问题不予重视，这样的提
问方式比不提问弊端还多，对学生的学习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针对上述提到的不足之处进行优化的策略 
（一）提出的问题要对学生有启发作用 
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在设置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同

时，提出的问题对学生要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教师要意识到提
问的作用，不能拘于形式。提出的问题不能是在课本上直接就可
以找到答案的，这样太过于简单直白，意义不大，当然，提出的
问题与当节课所讲的内容要有联系，不能跑偏。问题不能太难，
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设置问题，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知识在较短的
时间内思考得出结果，避免因为时间过长，浪费课堂时间，导致
后面内容不能细讲[2]。笔者当时在上化学课时，老师在黑板上画
了四个广口瓶，分别装有氢氧化钙、盐酸、碳酸钠、稀硫酸，现
在不知道这四个广口瓶中是哪种药品，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
行检测，只限上述药品间互相使用，判断出各个药品的名称。当
时很多学生都答不上来，有一个学生说，最容易判断的就是盐酸，
打开四个药品的瓶塞，有白气的那个就是盐酸，然后取几只试管，
将剩余的药品各取一点，盐酸进行检测，与盐酸不发生反应的就
是稀硫酸，反应有气体生成的就是碳酸钠，最终将各个药品准确
无误的判断出来，这种思维方式会对学生产生很深的影响，。 

（二）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进行提问 
我们都知道，兴趣能够帮助一个人更好地去做一件事。因此，

在这一环节，教师要着重对学生的兴趣进行激发，一旦学生感兴
趣了，就会主动去探索，主动去学习，自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教师在提问时，可以故意设置一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让学
生们思考。例如，在讲解金刚石这方面的内容时，首先给学生们
讲解金刚石的组成元素，和基础概念，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现
在，大家都知道金刚石的组成元素是碳，我们之前学过，碳单质
质脆、易碎，那为什么金刚石这么硬呢？我们所使用的铅笔芯就

是用碳元素构成的，它在使用过程中，稍一用力就断了，大家思
考下，为什么？”所提出的问题既与生活贴近，还蕴含着重要的
知识点，具有非常好的效果。通过分析发现，二者的结构有差异，
那么，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差异导致二者硬度天壤之别呢？以此
进一步了解学习，学生就会被牢牢吸引住，教学效果就会比较好。 

（三）在课堂中提问要抓住时机 
教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要把握时机去进行提问，取得的效

果会更加显著。在学习一些常见气体的制取时可以由气体的性质
和用途进行引入，教师在此方面可以进行尝试[3]。例如，我们最
熟悉最离不开的气体——氧气，它不仅供人类和动物呼吸，还能
够起到助燃的作用，在医院有时候需要对病人进行供氧。教师抓
住时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些氧气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
以制取氧气吗？教师以此设问，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会高度
集中注意力来听接下来的内容，当然就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难度的问题 
教师要对全体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有一定的了解，针对不同

的学生提出的问题要有一定的变化，毕竟，我们必须承认，人与
人之间存在差异。古人就有“因材施教”这一说法。我们举一个
例子，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在讲解它的性质前，先做一个实
验，我们选取石蕊作为指示剂，将制取好的二氧化碳通入装有水
的烧杯中，加入石蕊后，发现石蕊变红了。我们继续实验，将干
燥石蕊试纸放在二氧化碳导管口，观察，其并未变红，将干燥的
试纸沾满水，继续放在导管口观察，发现其又变红。提问：这说
明什么问题？不作答，继续实验，将石蕊试纸放置于装有醋酸的
烧杯中，观察其变红，然后，再将其放置于装有水的烧杯中，发
现其并未变红。通过上述一系列问题，教师再次提问：致使石蕊
变红的原因是什么？什么物质可以使其变红呢？针对不同的问
题，选择学生不同的学生进行回答，学生在此过程中有思考的时
间，同时，这些问题的难度也逐级递增，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提
问[4]。 

（五）以化学实验为基础进行相关提问 
众所周知，化学这门课程是立足于实验的一门学科，教材中

本身就含有大量的实验探究，但由于实际设备的问题，很多实验
无法进行演示。教师可以自己设计一些实验，可操作的实验，通
过实验来进行提问，效果会更好。举一个例子，在讲解几种常见
金属时，可以设计几组小实验，比如，铁和银，选择硫酸铜和稀
硫酸来进行设置实验。第一组实验：铁和硫酸铜反应；第二组实
验：银和硫酸铜；第三组实验：铁和稀硫酸；第四组实验：银和
稀硫酸。经过实验，发现，第一组和第三组可以反应，而剩余两
组不反应。然后，提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第一组和第三
组为什么能反应？”等一系列问题，引发学生们思考，更加深入
理解这些物质的性质。 

三、结束语 
要想提高课堂效率，就必须加强课堂提问，优化课堂提问环

节。就本文提到的初中化学而言，以实验为基础，从多个方面着
手进行提问，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当然，这
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任务，需要教师在备课阶段认真准
备，不断学习优秀教师的提问方式，设计出科学合理的问题，使
得学生沿着问题，一步一步地深入学习，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邱辉常.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的策略[J].西

部素质教育,2019,5(08):228+230. 
[2]吴梦薇. 优质化学课例中课堂提问的行为研究[D].哈尔

滨师范大学,2018. 
[3]王相宜. 初中化学课堂提问水平个案研究[D].西南大

学,2016. 
[4]吴琼红.巧设提问,引导探究和创新——新课改背景下有

效课堂提问[J].课程教育研究,2018(13):148-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