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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究式教学在高中化学课堂中的实践应用与探索 
◆张立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十一中学校  150036） 

 
摘要：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我国许多高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

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以及他们进行独立科学

探究能力的提高，无法满足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因

此，探究式教学模式被引入到教学领域中，使学生通过参与科学探索的

方法，来培养分析信息、解决问题、交流合作的能力。尤其是在高中化

学教学中，能够在掌握现有化学知识的同时，了解认识自然规律被探索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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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首先从高中化学教学中探究性学习的应用原则出
发，了解了自主性、实际性、指导性等以提升学生研究兴趣、贴
近日常生活、引导学生形成化学思维方式为目的的几点原则。其
次，从充分把握课堂时间、结合生活实际引入情景教学模式这两
个方面来阐述了探究性学习模式在我国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实际
应用，将原先灌输式教学模式枯燥、死板等风格逐渐转变为探究
性教学模式灵活多变的特点，从而有效的改善了传统教学方式中
存在的一些不足。 

一、高中化学教学中探究性学习的应用原则 
（一）、自主性原则 
探究性学习模式要以学生为主，在教师的引导下用自主思考

和合作交流的方式去主动的理解知识。因此，教师要积极转变自
身的教学观念以及教学方式，以发挥出学生的主动性为目标，不
断提升学生研究兴趣。例如，在进行探究式教学时，在充分保证
安全的情况下，自主制作分子堆积模型、简单酸碱指示剂等化学
教学设备，从而在进行化学课堂展示时，激发学生强烈探究欲望。 

与此同时在自身爱好的指引下，学生能够把学习化学知识的
积极性提高上来，努力克服在理解知识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能够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思考，从而利用这股探索精
神来全面提升学生的自身素养。 

（二）、实际性原则 
实际性原则需要教师在进行化学教学时，提前根据教学目

标、教学活动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学生，并且尽可能多的将有
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知识点相结合，以日常生活为突破点来进
行课堂上的探究性学习。例如，在学习有关硫酸的这一内容时，
教师可以在课堂中保证好安全的情况下，利用“黑面包实验”来
让学生观察小烧杯内部少许水和蔗糖在加入适量浓硫酸之后所
发生的一系列现象，通过蔗糖体积的变化以及刺激性气体的挥
发，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再结合课堂上的化学知识，提
高自身的科学探究能力。 

（三）、指导性原则 
教师要在高中化学教学的探究性学习模式中起到引导的作

用，不仅要有意识地在一些枯燥难懂的知识点中做好丰富课外内
容的添加，让学生正确的领悟探究学习方法，同时还要科学合理
的组织学生参加到课堂探究的活动中去，让他们通过实际体验和
经验积累来细心感受进行探究式学习过程，并且做好学习思路的
梳理，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 

二、探究性学习模式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充分利用课堂时间 
虽然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探究性学习模式比原先传统的教学

模式更能够为学生构建一个展现自己和发挥创造力的平台，但是
许多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实际的探究性教学时，需要学生花大量时
间去完成课堂任务，容易受到有关活动的影响从而拖延正常的教
学进度，无法在有限的课时之内完成教学任务。 

因此对于这种情况，教师需要明确教学内容的轻重点，并不
能将所有的知识点都用探究性教学方式来进行探究，而是要在课
堂中融入探究的学习形式，选择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的知识进
行探究分析，将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例如，在学习
有关原子结构的内容时，可以让学生们在课余时间根据原子结构

的发现历史，来收集从道尔顿实心球模型到卢瑟福行星模型的相
关资料，同时还可以在课堂上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来认识他们的
贡献与不足，在使学生们主动规划好时间深入地学习的同时，进
一步的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结合生活实际，引入情景教学模式 
结合生活实际来引入情景教学的模式是教师们在课堂上对

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十分有效的方法。考虑到化学知识本就是源
于生活，通过日常生活来建立化学知识体系能够激发学生对一些
较为抽象的化学概念的兴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对知识
的记忆与理解。 

与此同时，教师在设立情景时需要从教学指标与实际的化学
知识出发，并且在原有教学模式下进行改革创新，不拘束于在课
堂上强行灌输知识点的方法的同时，提前做好教学目标的制定与
安排，将课堂问题和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凭借这些将教材内
容形象化、具象化的方法，来充分的发挥出学生进行探索研究的
主动性。例如，在学习有关酸碱指示剂的内容时，可以通过介绍
首个将植物浸取液来用于酸碱指示剂的化学家--波义耳的故事，
来向学生们介绍指示剂的出现是由于波义耳将盐酸洒到紫罗兰
而导致其颜色发生改变的一次偶然事件，从而让学生感受到化学
是一门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学科。 

结论：结合本文，由于化学学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自然现
象里的化学规律进行探索研究，因此探究性学习模式在高中化学
教学中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有效的加强学生进
行科学探索的能力，还能改善传统化学教学方法中存在的缺点，
通过教师逐渐引导探究的方法，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水平。同时，探究性学习模式的应用也为教师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需要准备大量的化学实验模型来为学生呈现科学、
正确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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