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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高中化学教学策略初探
陈国琼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　要：随着经济与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教育教学工作也需要及时进行创新，以此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其学习和能力

的同步提升和发展。当我国迎来新一轮课程改革后，教师与时俱进地学习了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时也认识到传统教学的问题，

并及时进行了改进与创新，希望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得以突显的同时，学生的综合能力也能够快速提升。在本篇文章中，笔者

将通过认真分析传统高中化学课堂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提升学生化学学习效率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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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对于所有教育工

作者而言，实现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是一项艰巨又重要的工作内容。因此，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

学习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还要将很多新理念和新方法引入

课堂。高中化学是研究物质与变化的学科，其对于培养学生

思维和探析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化

学教师结合教学经验，总结了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很多高效且新颖的教学手段，以此促进学生在获取基础

化学知识的同时，使其探析能力和变化观念等素养快速发展。

一、传统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化学学科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不断提

升的一门学科，其既包含宏观的内容，也包含微观的变化知

识点。传统的教学理念下，高中化学教师的教学形式单一，

教师希望学生能够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能够快速掌握学习方

法，进而从容迎接和应对考试，但是很多学生对化学知识的

学习和探究兴趣不高。此外，部分化学教师通常会带着教学

任务上课，认为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学任务就能够促进学生学

习效率的提升，但是这部分教师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兴趣和能

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对于高中阶段的

学生来说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在化学课堂中，教师“主宰”

着课堂，是课堂的主人，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模式，这就使

得学生难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难以使得自身的思维

水平以及综合能力得到锻炼，对未来长远发展不利。

二、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堂

（一）情境法导入，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兴趣

新课改以后，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的实现以及学习兴趣

的培养成为了教师需要完成的和追求的重要目标。情境教学

法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它获得了大部分教师的认可，并

成为了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教学方式。课堂导入

环节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且促进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至关重要，因此，高中化学教师可以通过情境导入法展开化学

教学工作，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促进学生主动参

与到化学知识的探究活动中。例如，学生在学习“硫和氮的氧

化物”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引出“酸雨”以及硫等内容，

为后续深度讲解硫和氮的氧化物奠定基础。在讲解硫的物理和

化学性质时，教师可以创设问题教学情境，促使学生通过问题

的思考和解答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并高效获取化学知识。

（二）多媒体辅助，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教育教学工作也具有深远的影

响，信息技术改变了教师的教学模式和学生的学习形式，对

突显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多媒体是信息技

术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重要辅助工具，它能够为学生营造出良

好的学习氛围，进而增强他们的课堂参与度。例如，学生在

学习“化学能与电能”的相关内容时，高中化学教师一上课

可以先利用多媒体将电脑、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图片呈现出

来，促使学生说一说电对于生活的服务的益处。紧接着，教

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火力发电原理图直观呈现出来，促使学

生能够通过观看图片分析出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热能转化为

机械能，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进而真正理解火电站工

作原理，同时，为教师带领他们深度剖析火力发电的本质奠

定基础。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将单独锌片

插入稀硫酸中、锌和铜通过导线一起插入稀硫酸中的实验通

过动画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促使学生在直观地观看实验过

程中主动提出问题，并对探究化学能转化为电能产生兴趣，

从而积极参与到知识的探究中。

（三）分层法教学，增强学生的课堂主体意识

进入高中阶段以后，学生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这给教

师教学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教师一直在探寻能够促进所有学

生共同进步和提升的教学手段。分层教学法就是新课改以后

提出的一种高效教学方法，它是在尊重学生课堂主体性原则

基础上提出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取得进步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所以，高中化学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水平和

心理等合理分层，以此增强他们的课堂主体意识，促进教学

质量发生质的飞跃。例如，学生在学习“无机非金属材料的

主角——硅”的相关内容时，高中化学教师上课前可以将学

生分成不同的层次，同时在设计教案时可以将教学目标进行

分层，为后面顺利展开分层教学夯实基础。在组织课堂教学

活动时，教师可以继续按照分层原则展开教学，并通过分层

提问的方式促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高效获取化学知识与能力。

当后进生掌握了二氧化硅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中等生了

解了自然界中二氧化硅材料的用途；优等生能够掌握二氧化

硅对于材料发展的重要意义时，高中化学教师还可采用分层

布置作业的方式留作业。在分层式化学课堂中，所有层次学

生的学习自信都能够快速提升和发展，参与课堂活动的主动

性也明显提升，为其在原有知识掌握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夯实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不断提升。

（四）探究式教学，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探究式教学方法是一种将课堂还给学生的教学方法，同

时也是一种促进学生思维水平快速提升的教学手段。化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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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本身就是通过化学实验获得的，因此，开展实验探究

活动能够帮助学生清楚地了解化学知识获得的方式，也能够

快速提升学生对化学实验的探究兴趣。高中化学教师可以利

用探究式教学方法展开教学活动，促使学生在主动参与探究

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应用科学思维思考和解答问题。例如，

学生在学习“化学反应的速率和限度”的相关内容时，高中

化学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利用多媒体将铁制品的腐蚀以及橡胶

老化的图片展示出来，使学生能够通过分析图片中的化学反

应认识到各种反应的速率之间的差异。教师也由此引出化学

反应速率的概念、表示和计算方法等内容，进一步提升学生

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教师创设出探究环

境，促使学生主动融入探究环境中，并且亲自动手研究温度、

催化剂、浓度等因素对于反应速率的影响。在探究式教学模

式下，学生的动手能力逐步增强，并在动脑思考和探究的过

程中形成科学思维，为深度探究化学知识以及化学综合能力

的提升奠定基础。

（五）生活法教学，提高学生的应用意识

众所周知，知识源于生活和实践，化学知识也不例外，

所以化学教师可以采用生活法教学指导学生，帮助学生高效

地掌握化学知识并在生活中灵活应用化学知识。生活化教学

法是一种将生活实际引入课堂的教学方法，高中化学教师可

以结合化学学科的特点合理地展开生活教学，使学生在提升

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应用意识也随之升高。例如，学生在学习

“基本营养物质”的相关内容时，高中化学教师便可以利用多

媒体将食堂的早饭、午饭和晚饭的图片呈现出来，并说道：

“同学们，为什么食堂每天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饭菜，只吃一

种可以吗？”学生立即结合生活经验提出均衡营养的答案，

并且指出只吃一种食材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教师接着又问

道：“大家知道哪些营养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呢？”学生立即

结合生物学科的学习经验将蛋白质、脂肪等回答出来，为教

师顺利展开教学奠定基础。紧接着，教师借助多媒体将不同

食物包装袋中的的营养分析说明等图片展示出来，促使学生

总结出食物中的六种营养物质。与此同时，教师也将人体内

主要物质含量通过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并由此展开糖类、

脂质以及蛋白质结构和性质的教学活动。生活化教学活动的

组织和开展，不仅可以促进学生高效地掌握化学知识，还可

以增强和提升学生的应用意识，促使他们将课堂中学到的知

识点更好地应用于生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的浪潮下，高中化学教师只有清楚

地认识到新理念对于指导教学的意义及其传统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才能够提出更为新颖的优化策略，才能够在化学课堂

中突显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才能够促进学生在课堂中高

效获取化学知识。同时，有利于学生化学素养与能力的快速

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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