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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教育改革的深入实施以及新课程改革的提出下，导学案成为了

教师开展教学的重要依据，“学案导学”也成为了一种课堂教学的新模式。

导学案以学生为本，以“三维目标”的达成为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配
以教师集体研究的教学方案，是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合作、

自主发展的路线图。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充分利用导学案的优势，将有效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教师也应进一步加强对“学案导学”教学模
式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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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导学案中包含了学习目标、学习重点、学习难点、自主预习、

合作探究、教师精讲等多个环节，倡导学生的自主、合作学习。
这样的授课模式与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理念体现出了一致性的
特点。面临新课程标准对初中化学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教师应利
用导学案，突显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展现新时期化学教学的特色，
提高教学质效。 

一、初中化学导学案编制 
利用导学案教学的首要环节就是对导学案的精心编制。在这

个环节，教师应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力求帮助学生高效
掌握知识，为他们后续步入高中后的学习打下基础，体现教学的
“三维目标”。在学案设计中，课前预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
习要点、思考问题与学法指导。学习目标，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在列出该课的知识要点后，再由学生进行自主归纳，帮助学生进
行自学，进而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理解教材的能力。思考问题，
根据学习内容与目标，在设计相关问题的同时，不断引导学生进
行分析思考，这样既有助于学生探讨教材内容，还能培养学生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1]。 

在学案主体内容设计中，主要包括反思总结、问题探究以及
随堂练习等相关内容。在问题探究中，必须根据学习目标与重点，
让生活联系实际，在设计问题的同时，创设、安排更加有探究性
的情境。例如：在碱溶液的化学性质学习中，对于怎样证明氢氧
化钠与二氧化碳的反应（2 NaOH+CO2== Na2CO3+H2O），可以从
指示剂、气压变化以及生成物碳酸钠（Na2CO3）的性质三个方面
进行验证。在反思性总结中，教师必须在学案设计中留有 3 到 5
分钟的时间，指导学生进行反思，进而巩固所学知识。 

二、利用导学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利用导学案进行教学的核心在于“导”，教师在课堂上不能

再继续霸占主体地位，应体现新时期以“引导”为主的教学，彰
显学生的主体作用。导学案教学模式下，需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能力，在质疑处巧妙的点拨，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努力达成每
堂课学习的目标。 

比如，讲解“制取氧气”时，构建导学案要充分体现新课程
理念，可以通过“创设情境――引出课题――自主探究――自主
合作――得出结论――归纳总结――自主拓展――自主评价”的
教学导学案，使课堂充满活力和生机。上课开始，教师引导学生
举出一些日常生活、生产、医疗、航天航空、潜水等方面都需要
大量纯净的氧气的例子，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
思维，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制取氧气。 

又如，讲解“燃烧与灭火”时，首先结合生活中的燃烧现象，
通过图片展示来引出课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其次，通过三
个简单的小实验，学生总结燃烧所需要的条件。然后，通过对比
实验，学生理解物质必须同时满足可燃物、与空气或氧气接触、
达到着火点这三个条件才能燃烧，将课堂的气氛推到最高潮；再
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于燃烧所必需的三个条件进行讨论，
并将每个人归纳的燃烧条件准确填写在导学案上，对于这节课的
内容有更加深刻的印象。讨论结束后，由教师提出问题：“生活
中常用的灭火方法有哪些？”学生通过讨论，将结果填写在导学
案上，并由小组推荐 1 名代表向教师和同学展示结果；最后，由

教师进行总结，通过灭火原理及燃烧条件的对比，学生形象地理
解、领会三种灭火原理，及时整理、归纳后准确地填写在导学案
上，对这节课的内容就更容易理解、掌握以致运用在实际生活中
[2]。 

三、利用导学案实现小组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主学习，只不过将学生的力量进

行了集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外，还应多组织一些合作学习活动，使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探
究能力得到同步的发展与锻炼。 

例如，在学习“盐和金属置换反应”这一节内容时，由于前
面学生学习到一个化学规律：即在金属活动顺序表中，排在前面
的活动性较强的金属，可把排在后面的活动性较弱的金属从其盐
溶液中置换出来，发生置换反应。但是在这节内容中，硫酸铜
（CuSO4）溶液和金属钠（Na）发生反应却违反了这一化学规律，
Na 无法将 Cu 从 CuSO4 溶液中置换出来，而是 Na 先与水（H2O）
发生置换反应生成氢氧化钠（NaOH）和氢气（H2），然后生成的
NaOH 再与 CuSO4 发生复分解反应生成氢氧化铜（Cu(OH)2）沉
淀和硫酸钠（Na2SO4），总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是 2Na+ 2H2O + 
CuSO4=Cu(OH)2↓+Na2SO4+H2↑。这导致很多学生产生疑惑，无
法通过独立思考解决该问题。这个时候，化学教师可以将全班学
生分成若干个小组，然后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探究，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点拨和指导，从而帮助学生逐步解决问
题，掌握这部分知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导学案进行教学，可以帮

助学生打破认知局限，强化学生对化学知识点的理解，还能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小组合作能力，化学教师要对此加以重
视，并对这种新型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将其价值和功能在
化学课堂中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1]计玲凤.巧用导学案,提高初中化学教学效率[J].才智, 

2013(13):119.  
[2]方建文.探究使用化学导学案,提高化学教学效率[J].教

育界:基础教育研究, 2015(1):6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