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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学路径探索

—基于“非指导性”教学方法分析
张小宁

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中学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检验一堂课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教育者通过这堂课有没有引起主体学习者在认知上或思维上或情感上些许

变化。整节课，教师用几个主要问题环环相扣，学生通过解决问题，掌握主要知识。在这样的教学关系中，教师不再是知识

的传播者，而是以“促进者”的身份帮助学生学习，没有让学生放任自流，紧紧围绕课堂主题，启发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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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指导性”教学方法的主要内容
“非指导性”的教学方法并非完全摒弃教师的作用，而让

学生放任自流，而是强调教师是以“促进者”的身份帮助学
生学习。“非指导”与“不指导”两者内涵是不一样的。“非
指导”代表的更多的是具有暗示性、间接性与隐喻等特点，
与《论语》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有异曲同工之义。

二、高中化学教学的状态分析
《离子反应 1》选自人教版必修一第二章第二节第一课时

的内容，本节课主要学习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传统的
教学基本是：教师引导学生回忆初中学过的酸、碱、盐的水
溶液导电的实验现象，引出电解质的概念，通过练习巩固电
解质与非电解质的概念。然后，引出“电离”的概念，从电
离的角度引出酸的概念、碱的概念、盐的概念。这一节课传
统教学方法将大量时间放在“电解质与非电解质”的概念的
剖析上，学生没有从微观上探析酸、碱、盐溶液导电的本质。

笔者尝试对《离子反应 1》做这样的调整：
（一）教学目标
1. 通过教师演示实验引导学生从“宏观现象”揭示“微

观过程”，建立电离的概念。
2. 通过提出假设，并设计方案验证纯水和 NaCl 晶体的导

电实验，揭示溶液导电的本质。
3. 通过导电实验，掌握离子反应的符号表征。
（二）教学重难点
1. 电离的概念。
2. 电离方程式的书写。
（三）教学过程
1. 创设情境，导入课题，在情境中生成问题
【情境引入】教师制作一个

简易的电路实验
将这个简易电路插入装有

NaCl 溶液的水槽，小灯泡亮了。
【提出问题】谁起了导电作

用？ NaCl 固体，蒸馏水，NaCl
溶液？

请三位学生根据猜想进行
实验验证

设计意图：教师引入一个简易的电路实验，似一个魔术，
抓住了学生探究欲望，在这个实验中，学生的探究欲望是自
然生成，使学生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方法先于内容。

学生经过实验，知道在该实验装置中，NaCl 溶液才能使
小灯泡亮。

【提出问题】NaCl 溶液为什么能够导电？

物质
宏观现象

微观探析
物理性质 小灯泡是否亮起

蒸馏水 无色液体 否

NaCl 固体 白色颗粒 否 紧密堆积的阴阳离子

NaCl 溶液 无色液体 是 自由移动的阴阳离子

【提出问题】NaCl 只有在水溶液中才能导电吗？
教师可以通过 Flash 动画演示将 NaCl 晶体加热到熔融状

态，发现小灯泡也亮了。

设计意图：1. NaCl 溶解在水中，在水分子的作用下，变
成了钠离子和氯离子，能够导电；2. 将 NaCl 加热至熔融状态，
变成了钠离子和氯离子，能够导电。

【提出问题】将 NaCl 换成其他物质可以导电吗？
设计意图：将“个”推广“类”，概括出像 NaCl 这种在

水溶液或者熔融状态下能够导电的化合物叫做电解质。本节

课的重点放在电离与离子，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理解电

离的概念，用电离的观点认识物质在水溶液中的存在形式及

所发生的反应，开启离子世界。

【提出问题】电解质的电离如何来表征？

NaCl==Na++Cl-　　　　　　　H2SO4==2H++ SO4
2-

NaOH== Na++OH-

设计意图：在此基础上，学生从电离的角度对酸、碱、

盐有一个新的认识，完成学生从初中具体单一的认识到高中

抽象综合的领悟。极大的扩大了酸、碱、盐的内涵。

整节课，教师用几个主要问题环环相扣，学生通过解决

问题，掌握主要知识。在这样的教学关系中，教师不再是知

识的传播者，而是以“促进者”的身份帮助学生学习，没有

让学生放任自流，紧紧围绕课堂主题，启发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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