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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优化课堂教学手段，打造有效化学课堂 
◆黄华针 

（五华县龙村中学） 

 
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给教育战线带来新的气象。新课程的

思想也深入人心，作为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负有举足轻重的责任。
因此，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以及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课堂
教学手段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教师应优化课堂教学手段，
以达到打造有活力的化学课堂。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巧设疑问。 
设疑是制造悬念，提出问题。即是从问题开始，到问题结束，

并用问题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化学教师该如何结合学科特点进行
设疑呢？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设疑设在 佳处。每一篇文章都有重点、难点，教师备
课时应把握好，应选择准确，应选择在学生的思想囿于一个小天
地无法“突围”时，或当学生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时，选择这个
时机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反馈信息。在
引入课题“燃烧和灭火”时，教师常会引用民间广为流传的“人
要知心，火要空心”谚语，不但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而且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领悟了可燃物完全燃烧需要充足氧气
的条件。 

2、设疑设在教材的重、难点处。做到寓难点于“设疑”之
中，寓解疑于趣味之中，就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
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例如，在讲授“单质碳的化学性质”时，
有经验的教师就会趣味设疑“我国古代的书法家王羲之著名作品
《兰亭序》，还有北宋张择端国宝级作品《清明上河图》等为何
举世闻名？”很自然地让学生领会了“单质碳在常温下化学性质
比较稳定”，进而有效突破了本课题的重难点“性质决定用途”。 

3、设疑设在关键处。所谓关键处就是在教学内容中能承上
启下的地方，往往是过渡的地方。如在学习“原子核外电子的排
布”时，设疑“核外电子质量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不
是就没有用了呢？”巧妙地把问题抛给了学生，使学生展开丰富
的联想：（1）核外电子有什么作用？（2）核外电子排布有什么
规律？（3）核外电子与元素的化学性质有什么关系？进而逐步
把学生引导至关键处“ 外层电子数决定元素的化学性质”。这
样的设疑不仅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作用。 

二、运用互动法，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所谓互动法，就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指解决某一问题师

生共同参与并以学生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给予提示
和指导，在学生中间允许他们激烈争论和讨论。如在学习“金属
活动性顺序”时，教师首先提出“真金不怕火烧”，然后提供一
条闪闪发光的（假）金项链让学生辨别真假，此时与学生互动，
学生就会畅所欲言，进而切入课题，进行分组实验，比较金属（铁、
铜、铝、金、银）的活动性并与学生互动总结“为何真金不怕火
烧”。此过程教师要以和谐的点拨活跃在学生周围，要求学生边
做实验边交流，边写实验报告边总结，这样不仅让我们的化学课
堂达到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目的，还打造了活力四射的化学
课堂。 

三、采用探究学习法，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新课标核心之一就是培养学生探究学习。这一种方法是提高

学生阅读、思考、分析、归纳等综合能力的一种比较实用的教学
方法。其教学步骤是：首先由教师编拟思考题，然后让学生分析、
归纳、小结。这样在课堂上便同时体现了教师的主导和主体作用。
教师当的是“导演”或“节目主持人”，而真正的“演员”则是
学生。 

如探究敞口放置的氢氧化钠溶液是否变质的实验： 
1、学生小组讨论变质的原因：氢氧化钠易与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反应而变质，要求学生写出化学方程式。 
2、学生猜想与假设：（1）没有变质；（2）部分变质；（3）

全部变质。 
3、实验探究： 

探究一、氢氧化钠溶液是否变质？ 
【分组讨论】：要求学生积极思考、讨论，集思广益，设计

方案。使学生对学过的知识进行整合再处理，锻炼学生总结归纳
的能力。老师深入学生多听多看，适当引导。 

【学生展示】：小组代表展示讨论结果，说出设计思路和具
体的实验步骤。引导其他学生认真听，并邀请学生加以评价，教
师补充。 

【教师提示】：根据  CO32-+2H+===H2O+CO2 ↑，可以采
用取样加稀盐酸观察有无气泡产生的方法检验碳酸钠的有无。 

【实验方案与结论】： 
操作方法 现象 结论 

取少量待测液于试管中，向其
中滴加足量的稀盐酸 

有气泡产生 变质 

无明显现象 猜想（1）成立 
探究二、氢氧化钠是“部分变质”还是“完全变质”？ 
教师：检验氢氧化钠是否完全变质的关键是什么呢？ 
学生：分析可知 

完全变质 Na2CO3 
部分变质 Na2CO3      NaOH 

将检验氢氧化钠是否完全变质的问题转化为检验氢氧化钠
或氢氧根离子的有无，有氢氧化钠就是部分变质。 

【学生评价】...... 
【老师评价】给予肯定跟鼓励 
老师：那么怎么检验氢氧化钠的有无呢？ 
学生：取样加酚酞溶液？ 
老师：碳酸钠溶液也呈碱性，会不会干扰对氢氧化钠的判断

呢？ 
学生：先用足量的氯化钙溶液把碳酸钠除去，再滴加无色酚

酞溶液。 
【进行实验】...... 
【总结归纳】因为氢氧化钠溶液是碱性溶液，会使酚酞溶液

变成红色，如果滴加酚酞溶液变红色，则证明含有氢氧化钠，猜
想（2）成立，若不变色，则没有氢氧化钠，猜想（3）成立。 

通过小组讨论、收集问题、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归纳总结、
解决问题等探究过程，学生的探究兴趣浓厚，思维活跃，参与的
积极性高，难点得以突破，学生对于氢氧化钠变质的相关问题也
有了系统的认识；分组实验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端正了学生
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促进了学生乐于学习、敢于探究、勇于表
现自我、善于合作的品质，在不知不觉中打造了高效率、有活力
的化学课堂。 

总的说来，“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在化学课堂教学中，教
学手段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要靠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钻研，
不断总结，因材施教，优化课堂教学，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教学方
法，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更应视不同的教学
内容，灵活运用，只要运用得法，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
而达到打造活力化学课堂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