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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高中化学教学的教法衔接 
◆杨国威 

（龙川县田家炳中学  广东省河源市  517300） 

 
摘要：初中阶段开设的化学课程是以自然直观的化学现象入手，进行化

学概念和规律的学习，一般以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为主，形成化学

学习习惯。高中阶段对知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要求更强、学习难度明显

提升，知识结构和层次有更高的要求。作为教师，在辅助学生化学知识

的学习的基础上，还应该重视，初、高中化学的衔接，本文立足于初高

中化学衔接困境，分析初高中化学教学的教法衔接，旨在为提升学生化

学综合能力促进化学教育教学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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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初中升入高中，面临高考压力，各方面知识和能力的
培养进入密集的提高阶段。初中课程中，以记为主的灌输教学和
讲解方法，由于形式单一、模式刻板，对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培
养不足，学生独立思维难以形成，这样的教学方法也很难促进学
生高中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化学课程由于进度较快、知识点较多、
综合性极强的特点，对学生的理解能力要求较高，因此必须要教
师的积极引导，做好初高中化学教学的衔接，才能有效的提升化
学课堂教学效率和水平，保障高中化学教学顺利开展。 

一、初高中化学教学衔接困境及原因分析 
1.知识层次更高，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中化学课程与初中相比，知识体系和结构模式存在很大差

异。更理性的规律，学习很难应用探究学习的方法。更多的是以
理论为指导，以实验为基础的更深层次的系统知识的学习。复杂
难记的实验反应原理和公式需要学生更清晰的逻辑知识的指引
形成知识体系并能实现应用和扩展。学生习惯了初中化学的学习
方法和思维方式，因此立即转换方式方法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丧
失，严重影响高中化学教学的开展。“课堂上能听懂、课下题却
不会做”这样的状况，久而久之学生兴趣逐渐消磨殆尽，也造成
了高一新生学习已经涉及到化学课程却感到很吃力的困境。 

2.学生思维能力不够，自主学习能力不足 
大部分学生在初中时依赖性较大，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记

忆、模仿较多，主动分析、理解较少。如何将学生初中的形象思
维具体直观事学习的习惯转变成抽象思维，是化学教学过渡的重
点。一旦缺乏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过渡，高中化学将面临由于认知
水平，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培养不足造成的化学课程能力培养
形式化。由于高中化学经常会遇到抽象微观知识的教学学，一旦
不具备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就会在学习过程中很吃力，例如高一
的物质的量的概念学习时，学生思维能力不足，抽象认知和学习
难度较大，学生很难脱离教师形成自主学习。 

3.学生学习方法不当，缺乏衔接教学 
高一是初高中的过度阶段，也是完成初高中衔接的重要阶

段，缺乏衔接教学，学生的学习方法也很难实现转变。在初中很
多教师将不同的题型建立相应的解题模板，学生在解题时，只需
要套用同类题的解题方法进行简单模仿就可以。这样不求甚解、
机械在套用的学习方法在初中还适用，而且在考试中还能高效拿
分，被很多学生所采纳接受。而高中化学知识系统化、理论化，
知识容量大、教学进度快，题目灵活多变，单纯靠记忆、模仿已
经不能达到要求。高中学生需要“知其所以然”，透过现象看到
本质。高考更注重创新能力，要注重培养“探索理解型”主动学
习方法。教学衍接中没有关注到初三化学学习方法与高中化学学
习方法的差异，也造成学生适应高中的学习化学的困境。 

二、初高中化学教法衔接策略 
1.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衔接阶段学生好奇心和兴趣的培

养。虽然高中化学教材较难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就更要避免传
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上要讲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兴
趣的同时实现自助探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以通过课后布置任务，为新课程积累材料做理解铺垫，然后再
以小组为单位展开相关内容的探讨，通过教师，我其他学生在课

堂上的理解和指引，带动整个小组理解问题。另外，高中阶段的
化学实验课程是衔接过程中激发学生兴趣的重要方法。教师引导
学生完成实验并且通过有效方法指引和小组交流讨论，让学生在
实验过程中逐渐学会学习方法不断进行自我检测，形成基础，学
习能力。2.教学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便于学生抽象思维培养 

高中化学知识抽象性较强，高中化学知识抽象性概念较多，
学习难度很大，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指导的过程中先生也要积极的
配合，做好课前预习和复习，巩固知识。并且可以把教学和日常
生活结合起来，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让学
生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知识的奥秘。 

3.充分发挥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多

动手做实验，增强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化
学实验获得感性认知，加强抽象逻辑的理解，为实验得出较科学
的结论。让学生通过实验现象分析产生现象的原因，培养学生透
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三、总结 
总之，要实现初高中化学教学的教法衔接，教师在教学中要

关注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差异性，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
学习，并指导学生调整学习方法。教师还应当不断提升自我专业
能力，例如教育学、心理学的学习。让高一学生尽快适应高中化
学的学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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