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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反思性教学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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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高中化学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忽略了自身的反思，学生缺乏反思能力，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开展。因此，

教师应当不断地进行反思，开展反思性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本文对高中化学教学中反思性教学策略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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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总结多体会，善于发现问题
善于发现问题，是实现“反思性教学”的首要任务。教

学中的问题，往往具体表此刻教师教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
课堂的组织与管理，即在课堂上密切注视学生的反应，努力
调动学生的学习用心性和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性，
这个过程是教师课堂教学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对
自己的教学目标、教学资料、教学方法、学生的参与和反应
等方面随时持续有意识的反思，并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活
动，使之到达最佳效果。
（一）对教学目标的体会反思
在新的课程理念下设定教学目标，第一，要体现目标设

计的人本观，即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二，要
体现目标的整体性，应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同时作为我们的教学目标。第三，要突出
重点目标。课程目标由系统的教学目标来体现，每一章节的目
标服务于教学目标，每堂课的目标要突出重点，强调目标的整
体性，并不是说每节课是平均使用力量，没有重点目标。
（二）对教学资料的体会反思
首先是对教学资料的深度反思。例如，在高中化学盐类

的水解的教学中，对于弱酸弱碱盐的水解状况不应作太多的
涉及，但也不可只字不提。

其次是对教学资料广度的反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鼓励各地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开发地方课程、校
本课程，教师选用教材的余地进一步扩大。对于选定的教材，
教师也可根据实际状况，挖掘教材的教育内涵，或对教材顺
序作适当的调整。
（三）对教学方法的体会反思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说明了没有适合所有教学对象，

教学资料的方法，教师应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训、自己
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基础对教学方法作适当的调整。

二、加强交流沟通，不断尝试改善
尝试改善是在反思教学的问题所在后，教师对自己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主动寻求原因，并尝试改善、纠正和
调节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此刻老师对教学各环节的用心
体会，根据发现的问题寻求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据此有针对
性地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尝试使用新教学方法或补助
措施，使课堂教学到达最佳效果。
（一）教学过程的反思改善
教学过程的反思改善，其实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课

前反思主要是应对新的课程改革，如何突破习以为常的教育
教学方法，应以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为指导，改善教法，优化
教法。课中反思是一种难度较高的瞬间反思，它是在教学的
过程中及时、主动地调整教学方案，教学策略，从而使课堂
教学到达高效和高质。课后可从新知导语、课堂氛围、学生

思维、板书设计、课件应用等方面做出反思，加以改善，课
后反思可作为以后教学的借鉴和参考
（二）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和交流
教学中的细心体会，善于寻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往往与

教师和学生的沟通程度有关。只有悉心沟通，才能及时发现
问题，并准确把握住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有效的改善方案。
师生间沟通能够是言语的，也能够是非言语的，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言语与体态语言是沟通师生双方信息、情感的重要手段。

三、认真研究，勤于调整反思
课堂教学中的“反思性教学”有效运用，还要求教师勤

于调整反思，即观察、反思新的教学方法或补助措施的实际
效果。能够说，调整反思是尝试改善的延续。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首先要研究原有的问题是否已经较好解决，如果已解决，
教师则应针对尝试改善的成功方法，主动寻求进一步强化的
方式和手段，以巩固自己已经构成的好的教学行为，防止原
有问题再次出现。例如，在学习“铁及其化合物”一节中，
我们往往发现学生缺乏知识迁移的潜力，对铁在不同强弱氧
化剂作用下的氧化产物，能较好掌握，但一碰到铁与稀硝酸、
锌与氯化铁溶液等反应，涉及到因量的关系而引起产物不同
现象，往往思考问题就不周全了。意识到这个问题，再进行
教学时，引导学生抓住铁的变价特点，掌握铁元素 0 价、+2
价、+3 价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0 价铁的还原性，+3 价铁
的氧化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反应等。由此引导学生掌握铁及
其化合物之间的反应规律，这样就能够强化学生的认识。

实践证明，“反思性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运用，首
先要求教师对教学有自觉的意识，在不断尝试“反思性教学”
过程中培养自己对教学活动的自我评价的习惯和潜力。此外，
教师反思潜力结构中的自我监控潜力与教学监控潜力是相互影
响、彼此促进的，以教学监控潜力的培养为切入口，能够进而
提高教师的自我监控潜力，以及对教学过程进行修正和控制的
方法和技能，同时养成对学生的敏感性。这样，教师的监控潜
力不断得以提高，应对教学过程中各种问题都能够应付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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