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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高效课堂  课改精髓 
——浅谈高中化学高效课堂的建立 

◆张剑明 

（潍坊市滨海中学  山东潍坊  262737） 

 
高效课堂，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境界的追求，表现

为教师教得轻松、高效，学生学得愉快、高效。我个人认为，只
有符合以下三个标准才能称为高效课堂：首先，必须让每个学生
在课堂的每个时间段不能闲着，都有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去做。其
次，一节课下来，达成课前所制定的三维教学目标的程度要高。

后，一节课从始至终必须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课堂，
是学生充分自主学习的课堂，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那
么，如何才能构建高效课堂呢？笔者，结合个人在平时教学的所
做、所为、所见，浅谈有关构建高效课堂的做法。 

一、课前做好充分准备，为高效课堂的构建打造坚实的基础 
课前须精心准备的内容确实很多，比如为学生提供优良、平

等的学习环境，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预习、查阅相关资料以及抓
好三级备课等。本文仅从指导学生预习和备课两个方面作一浅
谈。 

1、指导学生预习 
预习不仅可以能培养自学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能帮助学生

提前消灭听课中的“拦路虎”，还可以开拓思路，提高学生听课、
记笔记水平，由此可见预习环节的对课堂教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预习分为学期预习、周预习和日预习三种。整体预习就是在
要求学生在开学前，利用寒假或者暑假时间通读下个学期的教
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通读”并不是把书上的内容从第一页
读到 后一页，而是指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能够疏通文意，找
到某一具体内容的相关概念，原理以及运用，并作适当记录。然
后尝试着去做本课后面的练习。周预习相对于学期预习来说要细
致得多。这就要求学生在双休日不仅回顾和复习上一个星期所学
的内容，同时还要针对下一星期要学的内容，通读一遍教材，如
果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这是必须借助工具书，尝试着去解决疑难
问题。如果是有不懂得或者是特别难理解的内容，就用彩笔标出
来，以便老师讲课时特别注意，做到有的放矢。日预习指每次上
课前的针对性预习，它类同于我们平时进行的预习,主要放在每
天下午放学后进行。抓紧时间完成当天作业，然后翻开书，对下
一课进行预习，针对周预习时标出的重点阅读。 

2、加强三级备课 
三级备课指主备课、精备课和细备课三次备课。主备课是指

以备课组为单位，组织教师开展集体研读大纲和教材、分析学情、
制定单元教学计划、分解备课任务、审定备课提纲、反馈教学实
践信息等系列活动（这时要求备课或学科组长提前通知全组成员
在集体活动前认真研读教材、大纲，并明确集体活动的“三定”：
定时间、定地点、定中心发言人）；精备课是指在集体备课的基
础上，根据班级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备课（备教材、备学生、备
教法学法、备习题等环节）。精备课一定要注意教学内容的综合
性，教学方法的灵活性，练习的多样性，力争做到心中有教材、
心中有学生、心中有教法、心中有目标；细备是指教师根据各班

实际情况和自己独有的思考充实教学各个环节的细节，设计的教
学案要有利于班级的教学。 

二、优化课堂教学的时间安排，努力打造学习型课堂 
课堂教学时间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它决定着课堂教学目

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和结构的安排，教学时间的合理分配势必
成为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只有抓紧时间、合理利用时间、优化
课堂时间安排才能保证课堂的高效率。传统的课堂表现为老师课
上讲得太多，留给学生独立思考、讨论练习的时间太少，使学生
容易出现倦怠、厌烦等不稳定情绪。有的教师课上讲得太少，讲
课内容太粗、欠透，课堂结构松散，至使学生吃夹生饭，久而久
之造成松懈、涣散，课堂教学效率极低。所以，根据新课改精神，
要求我们要打破常规，更新观念，变教室为学室，变课堂为学堂，
变教时为学时，向课堂 45 分钟要质量，要效益，努力打造学习
型课堂。 

三、加强对学生的学法指导，探究最佳教学途径 
教育家叶圣陶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教师在教学中

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更重要的任务是加强对学生的学法
指导，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自己
作为“模特儿”，向学生介绍自己如何讲求学法，摸到窍门、取
得成功的经历和体会，使学生感受学法的神效，激发起掌握新学
法的积极性。另外还要指导学生质疑问难。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帮助学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引导学生顺着问题进行深入的
探究。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发问的精神，培养学生探究的能力。 

四、精选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内容，强化对知识的消化和巩
固 

练习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情
况、巩固课堂教学成果，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培养
学生能力、发展学生智力的重要途径。一般说来，练习的形式有
两种：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 

课堂练习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有计划、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行的训练活动，它穿插在教学过程中，对
知识的领会、巩固、运用以及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它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 佳途径，因此课堂作业的选择
应与教材习题紧密结合，且基础、典型、新颖。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点是，作业的布置的时候要分层，使各档学生都能完成并获得
发展，杜绝“一 切”的习惯。 

课外作业是是一个增效过程，它是对课堂知识的延伸和强
化。所以在布置课外作业时，也要精心设计，坚决避免重复注意。
和课堂作业一样，不能搞“一 切”。同时还要加强对作业完成
情况的检查，防止部分学生的“偷懒”。 对于作业中的共性问题
要认真全班讲解，个性问题单独解决，绝不积压学生学习中的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