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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提高课堂时效性的举措的研究 
◆孔  宁 

（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  北京市东城区  100043） 

 
升入高中后，很多同学在高中化学的学习表现出了非常不适

应的现象。有些同学还继续沿用初中的学习方法，通过不断地练
习来巩固所学的知识点，这会造成学生前一个知识点还没有完全
掌握，教师已经在课堂上进行下一个知识点的讲授了。因为高中
化学的知识较为抽象、知识点多而杂，很多内容在讲授的深度以
及高考对于学生要求的水平上都有很大的提高，部分同学在化学
学习上出现了较大的困难。我在教学中有以下几点体会，可以通
过这些手段来提高课堂的实效性，帮助学生迅速适应高中化学学
科的学习。 

第一，教学的设计应该以教材为本，且设计的教学环节应该
符合学生的认知。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金标准，所涉及的
知识点、相关的数据，以至于解题的原理和方法，都在教材里有
所体现。作为化学教师，应该把教材的作用放在绝对主要的地位
上，一切问题紧抓教材，一切问题以教材为依据来拓展。只有这
样，教师才能够为学生搭建“梯子”来让学生攀爬，而梯子之间
的跨度不可太大。太大的话，学生难以从已有知识攀爬到上一个
阶梯，达到掌握新的知识、技能和方法的目的。梯度之间太小的
话，学生感到难度过低，会造成课堂积极性不高。我们所设计的
教学环节之间要梯度合理，难度差距一定要适当，让学生乐于攀
爬且在登上新的阶梯后，能够在知识、技能、思想方法上都有所
提升。 

第二，化学教学应该经常出现一些“小专题”。因为化学知
识多而杂，所以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系统梳理，帮助学生系
统地掌握某一化学专题的相关解题技能和思想方法。例如，讲授
氯气制备时，涉及到氯气的制备原理、装置、除杂、收集、尾气
处理等环节。在本节课上，我们可以对一些常见气体的这几方面
做系统的比较。本节课，我们还可以讲授装置气密性的检查，将
气密性检查的原理、方法和各种常见的题型，都让学生有所学、
有所练，为学生将来面对此类问题做出铺垫。 

第三，运用恰当例子来指导学生学习。教师的授课不是读课

本，而是将书本的知识内容，经过深入理解后纳入自己的认知体
系。学生自身都有自己的认知，我们要让新的知识纳入到学生已
有的认知内，这样才是有效的教学，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效的学习。
所以，教师一定要了解学生的认知结构，这样才能将知识让学生
真正吸收，而并非死记硬背。例如讲解合金一课，我们可以用家
庭中菜刀来做例子，举例如下：刀把儿含碳量低，硬度小，使用
过程中不易致人割伤；刀刃含碳量高，硬度大，有利于切割食品。
通过这些生活中的例子，学生很快就会理解合金的特点，而不是
直接背下“熔点高、硬度大”。再比如，在讲解选修 4，化学反
应原理电解池一节的过程中，学生对于影响离子放电顺序的因素
总是不理解，在讲清离子种类和浓度可以影响放电顺序的知识点
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举例，讲解“竞争与分配”这一化学思想方
法。举列如下：一名同学，同时被不同老师叫去，写语文作业和
写数学作业，你最终的行为是要看哪边儿的力量大，所以这两种
因素是竞争，竞争的对象要分配。通过这些生动的例子，可以把
较为抽象的知识点，变为学生容易理解的东西，让学生更深入的
理解知识，从而在后续的考试乃至高考中，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应
用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总之，高中化学相对于初中而言，知识更抽象、更多、更杂。
作为教师，我们要深入地了解学生和教材，也要更好地了解自己，
用学生易于接受且自己善于的方式来设计教学环节，使教学环节
要符合学生的认知顺序和路径、要经常出现一些“小专题”、通
过形象的例子来讲授重点、化解难点，力求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
将知识最大程度的吸收，提高课堂的时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让学生乐于学习化学。长期坚持，可以使师生关系得到很好
的提升，使教学更顺畅，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作者简介： 
孔宁（1987.03-），男，汉族，北京市人，北京市第二十四

中学，本科，中学二级，研究方向：高中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