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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探究初中化学教学方法的转变 
◆蔡洵翠 

（广东省惠东县平山飞鹅中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进步，对于人才的要求日渐向全能化发展，

因此教育界也开始了一场重大改革。在当今时代，不仅要求学生能够熟

练掌握书本知识，会定理、公式、法则，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掌握

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创新思考的意识。本文基于对

初中化学现状的分析，简要解析如何转变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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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中的学生来说，课程的总体结构和知识的侧重方面，
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小学阶段，跟着老师读、背、写，变成
了老师教授，学生自学的方式，这对于刚走入初中的学生来说，
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化学这门课程，是新出现的一门课程，它不
仅会运用到数学的计算，而且还有大量的理论知识，对于刚接触
的学生来说比较复杂。这也就要求初中化学教学者，能够根据实
际情况，找出合适的教学方法。 

一、初中化学教学现状简析 
从现阶段的教学情况来看，多数化学教师还停留在“填鸭式”

的课堂教学模式[1]，即课上详细讲解知识点，让学生记录并背诵，
在训练方面也是传统的“题海战术”，对于学生经常做错或理解
不深的内容，坚信：都是题做少了，做多了就好了。就连实际操
作的化学实验，大多也是由老师完成，学生观看。而考试前，更
是着重画知识点、押题，以求达到考高分的目的。而这样的教学
方法，讲内容一股脑的丢过去，对于学生的思考、理解和记忆，
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没有独立思考，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
对于很多内容都是一带而过，遇到条件一变化，就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因为没有亲自动手试验，所以对于很多现象的实验结果，
只是机械性的记住一些外在变化，对于试验的延伸性一无所知。
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严重受限，就像一部复读机，重复着固定的
内容，这样的教学方法，严重违背了国家对于新课改的要求，背
离了素质教育的目标，让学生的个人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
化学方面，更是无法走的更远。 

二、初中化学教学方法的转变建议 
（一）在情境中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回答 
在教学上，很多教师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喜欢“自说自话”。

在课堂上，老师喜欢强调课堂纪律，并且把这个纪律，片面的定
义为：班上有没有人在说笑，有没有人交头接耳。 喜欢说的一
句话就是：“那么爱说上来说，你来讲吧”，在这种情况下，学生
有想法不敢交流，有问题不敢提出，老师单方面在台上讲的手舞
足蹈，口沫横飞，而学生不是机械性的在用笔记录，就是在昏昏
欲睡的开小差，试问这样的学习氛围下，学生又怎么能学好呢？
所以，教师在课上一定要注意，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敢
质疑、敢说话，而且主动说话。在讲解知识的时候，要巧妙的设
置问题[2]，给学生铺设一个情景，让学生自己思考回答，引导他
们的思路。比如说在讲解金属的时候，就可以提问：铁丝上的“铁
锈”究竟是什么物质？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成分是什么？所有
的金属“锈”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吗？举个例子证明你的看法。这
时，学生就会开动自己的脑筋，思考问题的答案，全心参与到课
程中来。 

（二）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改写教案 
现阶段的学生，在性格特点、接受能力、行为习惯等方面，

都与之前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于教师来说，首先要改变的，就是
教案。教师的教案，是教学的前提，就像我们写作时的提纲一样，
做好教案，才能让课上讲解有条理、有秩序。但是随着新课改的
实施，教师的教案结构，却基本没什么变化，尤其是受到家长喜
爱的、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那基本上就是“教龄多少年，教
案多少岁”，而在新课改模式下，要求我们的教案，也必须做出
调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在教案中设定学生参与的内容，并将
自己之前讲解的知识点，改为要学生探究的点。这样才能保证新
方式教学的有序进行。 

（三）把教学融入日常生活 
化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在每个方面，都有

它的影子，但是平时却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所以教师在教学的
时候，要注意利用这一点，从实际生活出发，向学生提问，启发
并引导他们自己回答，比如说：妈妈厨房的铁铲生锈了，要怎么
除掉呢？老师的一枚戒指掉在地上，沾了很多石灰粉，擦不掉，
应该怎么办？等等，这样的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能让学生
产生兴趣和好奇，从而达到主动学习和思考的目的。 

（四）注重学生动手实践 
在化学的课程教学中，试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3]，

对于一些简单的，没有危险性的化学实验，我们要鼓励学生自己
动手、分组讨论、和整理总结。比如红磷的燃烧、不同金属的燃
烧、氢氧化钠溶液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等试验，我们就可以分小组
让学生进行分工试验，如实记录自己的试验结果，和过程中发生
的现象等等。“实践出真知”，只有自己亲自操作，才会对过程有
着充分的理解，对于结果的记忆也会更深刻，而且还能锻炼学生
的动手能力、总结能力等等，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很大好处。 

另外，作为检验学生学习结果，和教师教学业绩的重要手段，
“考试”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但是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我
主张摒弃之前“一张试卷定终身”的考核方式，采用多种考核方
式结合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将考试内容分成这样的几个模
块：第一部分，笔答题。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以考察学生对于知
识点的记忆和掌握情况；第二部分，重点理论知识的抽签讲解。
因为是抽签，有很大的随机性，避免了考前押题的侥幸，可以充
分考察学生对于化学理论的理解，和自主观点的阐述；第三部分，
让学生针对某一理论设计简单的试验，并进行操作。既可以增强
学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又可以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对于教师
的教学成果和业绩，也有更全面、更直观的体现。 

结束语 
新时代背景下，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对

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更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变固有的思维
模式，完善教学方法，把学生的观察能力、探究能力、动手能力、
理解分析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等放在首位，让学生在有趣的
教学方法中，深入的了解化学、热爱化学、甚至研究化学，为国
家的科技水平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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