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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引领的模式进行化学课堂教学
袁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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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引领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相应问题的提出，让学生观察与分析问题，并通过自主探究，实现问题解决的一种教

学模式。高中化学教师在教学中运用问题引领法时，需明确教学原则及注意事项，通过高效化学问题的提出，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促使学生更快地融入课堂。除此之外，教师在具体教学中，还需结合学生的素质及学习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促进化学问题与实践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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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化学教学课堂问题引领教学存在的问题
皮亚杰提出，“11-16 岁的中学生的认知处于形式运算阶

段中，能够根据逻辑推理、归纳或演绎的方式来解决抽象逻
辑”，但是大脑却尚未发展完善，所以，高中化学作为一个理
工科的重要科目，与物理，高中数学一样，其理论知识的学
习及推导过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学生难以迅速反
应并理解，因此，在高中化学教学课堂中，需要教师对所学
章节内容进行一定的提问设置，以此来检验学生对与化学知
识的了解掌握程度，查缺补漏；同时，通过对教师在课堂中
提出问题的思考，训练学生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自主学习、
自主思考能力，让学生不仅仅只是被知识灌输的机器，更是
要将逻辑能力，推导能力尽可能的学以致用，运用到生活中。

但是，在实际的高中化学教学课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
的感觉到，有一些老师提出的问题较表面，课堂互动也不是
双向的，教学课堂相当枯燥，与此同时，课堂设置的问题也
墨守成规，对于思维的发散能力的培养，收效甚微。而本文
的问题中所提到的“高中化学教学中课堂提问的有效性”，在
笔者看来，更多的是指，在创设一个良好的高中化学教学课
堂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含金量较高的，有益于学生举一反三，
助于逻辑推导能力发展的课题相关的问题，启发学生主动思
考与主动提问，参与课堂对话，最终得以全面的实现具体的
教学目标，以及对这些提问进行反思与实践的整个过程。对
此，有效提问必须讲究方法与策略。

二、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的问题引领模式
（一）注重铺垫问题

提出铺垫性问题属于“问题导学”的一种，其主要指教
师讲解新知识前进行提问，提问内容通常是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旧知识。铺垫性问题的主要作用是为学生学习新知识进行
铺路。教师设计铺垫性问题时，首先需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
况及认知水平，然后针对性地设计一些铺垫性问题，促使学
生顺利完成新知识的学习。

例如，对“氧化还原反应”的有关知识展开教学时，考
虑到该部分知识已经在初中学习过，但部分学生可能已经遗
忘，教师可以设计如下铺垫性问题进行导入：1）初中时期
学习过哪些反应类型 ?2）还原反应与氧化反应的定义是什
么 ?3）曾经学习过的氧化还原反应都有什么 ? 请写出相应的
化学反应方程式。在这些铺垫性问题的引导下，学生能够回
忆起学习过的氧化还原的相关知识，为之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设置探究问题

探究性学习属于一种新型学习模式。而问题的提出通常
与探究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进行探究，

并通过探究不断发现问题。探究性问题的设计，主要是引导
学生通过对化学知识的学习，实现知识再创造，以提高学生
的问题解决能力。

例如，对“钠的氧化物”展开教学时，为引导学生探究
过氧化钠的性质，教师把少量过氧化钠粉末用干燥脱脂棉包
裹，将少量水滴到包有过氧化钠的脱脂棉上，脱脂棉迅速发
生燃烧。教师可以提出如下问题：过氧化钠与水反应生成了
什么物质 ? 为什么脱脂棉会燃烧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生
需要设计实验，探究反应后生成的气体是什么。在探究性问
题的引导下，学生会产生强烈的探究兴趣，积极主动地进行
实验设计。学生通过分组交流与讨论，可以设计出完善的实
验方案，在化学学习中主动探究、勇于探究，使动手能力、
探究能力、思维能力等都得到发展。
（三）引入社会热点

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化学关系密切，在课堂教学中，若能
引导学生用正确的化学视角或用化学知识对一些社会热点事
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他们参
与到化学的实践活动中去。

例如，在“乙醇”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特殊时期，医
疗上用 75%（体积分数）进行医疗消毒，为什么不是浓度越
高越好昵 ? 因为高浓度的酒精具有很高的渗透压，会使细菌
的细胞壁快速脱水而凝固，形成包膜，阻比了酒精进入细菌
内部，影响了杀菌能力。而浓度为 75%左右的酒精不会使细
菌表面快速凝固，酒精向细菌内部渗入，使内部的蛋白质变
性，最终杀灭细菌。经过实践总结，医用消毒酒精最佳的浓
度是 70-75%。通过真实的社会事件，结合专业知识加以解
答，正确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引导学
生指导家庭和亲戚朋友合理调配酒精浓度，培养社会责任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化学教师应积极应用问题引领教学，通

过设置多元问题，促使学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对学生的问
题解决能力进行循序渐进的培养，指导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形式，实现化学水平及综合素质的提升，进而使化
学教学质量与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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