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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复习课教学研究
张正艳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双河民族中学　650602

摘　要：基于当前教育的改革，目前初高中化学教材内容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尤其高中化学内容调整较大，知识本身更加

深奥，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更是增大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可见实施初中与高中化学的衔接对于中学化学教学来说，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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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是学生接触化学知识的初始阶段，此阶段的教

学目标主要是对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学生以形象思维为

主，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的化学素养。然而，高中化学内容是

对化学知识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挖掘，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适

应未来社会生活的关键能力素养。

一、上好初中化学复习课的意义

（一）创新教学对于教师和学生的意义

21 世纪是创新的新世纪，知识创新、人才创新成了时代

教育的主题。近年来，社会提倡高质量教育，全面教育的范

围也在扩大。为适应素质教育的发展，初中各学科的教学也

必须进行不断的改革，之前很多的传统教育方式已经不适应

现今高速发展的教育要求。初中教育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

要学习阶段，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都至关重要。

同时，初中教育效果的好坏也会影响学生之后的学习节奏，

进而影响学生的高中成绩。创新教学方法是如今教育发展的

必然要求。创新的教学方法对于教师和学生有着相当重要的

意义。

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各学科的教学模式都应该进行相应

的改革，只有对教学手段进行不断创新，才能有助于教学效

率的提高。在教学中，教师不能单单进行理论教学，学生需

要学习的也不仅是课本上的理论。单纯按照以前的教学方法

来进行教学，学生和教师的教学活动永远是分离的，教师负

责讲，学生负责听，互不相关，没有形成互动，教师不知道

学生到底能接受多少内容，学生也不知道该问教师哪些问题。

因此，只有创新教学才能将学生和教师联结起来，并且以学

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学习过程为主线，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究

学习内容。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

教师不再是传输的作用，而是起到引导的作用。

（二）创新初中化学教学的必要性

化学学科是初中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学科，不过初中化学

本身的学习时间分配就比较少，想要真正学好化学，实质上

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就出现了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不对等的

问题。学习内容所需要的时间远多于初中化学课程安排的学

习时间，因此，在传统教学理念里，教师向学生进行单向讲

授，导致学生对所学课程失去学习兴趣，在这样的条件下，

学生对于这个新学科就更没兴趣了，也会越来越不重视化学

的学习。在化学科目的教学中，很大一部分的理论学习内容

都要依托化学实验来完成。只有在化学实验中，学生才能更

清晰地理解所学内容，而且只有让学生亲自操作，学生才能

对化学产生学习兴趣。对于初中化学科目的特殊性，以往的

教学模式枯燥无味，对于化学学习非常不利，所以需要开拓

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化学学科的学习更多的是要培

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和理科思维。初中化学的要求比高中

化学的要求低得多，初中化学作为导入性的学习内容，除了

要学习基础的化学理论和实践知识，更多地应该是激发学生

学习化学的兴趣，为高中更高难度的化学学习奠定坚实的基

础。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尤其要求教师对化学

教学进行创新，增加初中化学学习的趣味性，让学生能够主

动学习化学。

二、初中化学复习课教学策略

（一）结合课程内容，设计课堂互动主题

初中化学的大多数知识都是基于化学实验得出的，因此

在复习课上教师需要更加注重实践带来的知识了解。学生在

进行实践或理论学习时一定会遇到各种状况，这个时候教师

就要鼓励学生大胆猜测并对自己的猜想进行探究，在教师的

指导下做实验，使学生能够自由思考，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在学生进行自

主探索时，教师也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指导，尤其是实

验方法操作的指导。教师可以和学生共同设计实验方案，并

帮助学生实施，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同时，以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互动完成教学。

例如，在“燃料及其利用”一课的教学中，就可以以互

动方式进行教学。燃烧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化学现象，

学生在生活中可以接触到各种燃烧和燃料，如烟花燃放，天

然气的使用等。对于这样的话题，学生肯定有很多东西可以

分享，不会觉得学习内容无聊。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让

学生在课堂上描述自己想到的燃烧现象和燃料，以及如何做

好防火灭火工作。再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最后教师也可以

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小组合作成果，看看有哪些是我们日常生

活中会使用的燃料。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同

时能使学生将日常生活与化学相关联，让学生意识到生活中

处处有化学的影子，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化学

学习的效率。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

如今，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是教学改革的趋势所在，在

复习课中多媒体的运用也十分重要。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辅

助工具，在初中化学的教学中同样能起到突出作用。多媒体

技术能够将音频、视频、图片等多种教学资源合为一体，因

此多媒体技术所能创设的情境更加多元化，也更为直观清晰，

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化学教师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多媒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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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设备，为广大学生创设超越刻板教学模式和时空的学习

情境，用视频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化学的魅力。

例如，在“常见的酸和碱”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为

学生分组指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在课堂开始前，教师

可以为学生播放几张日常生活中与酸、碱有关的图片，如皮

蛋、醋、小苏打、柠檬、酸奶、茶叶等。之后可以让学生分

组讨论在生活中还会遇到哪些带有酸碱性的东西，是如何发

现他们带有酸碱性的。在讨论结束后，可以让学生分享小组

里的讨论结果，并全班一起讨论。最后，教师再对学生的表

现进行评价，并为学生讲解区分这些东西的酸碱性。在导入

环节结束后，教师开始正式进入课本内容的学习，为学生系

统地介绍物品的酸碱性，之后分发一些酸碱值试纸和一些常

见物品（低酸碱性物品，避免灼伤学生）到小组里，让学生

通过自己动手观察酸碱性不同，实验的结果就不同。教师可

以先为学生示范如何使用试纸。在使用时，直接撕下一条试

纸，用一根干燥无污染的玻璃棒或胶头滴管蘸取一滴物品滴

在试纸中间部分，注意要从正上方滴取溶液。然后观察试纸

颜色变化，与标准色卡进行对比，得出溶液酸碱性数值结论。

这种学习方法不仅可以训练学生的实验实操能力，还可以培

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从而为以后的学习化学奠定良好

基础。

（三）创设情境进行教学

化学复习课的学习难度较大，需要理论与实践结合。因

此，化学教师要注意创新教学的方式方法，运用现有的资源

进行教学。之前的其他科目的教学并不需要太多的实践活动，

也就不需要太多的情境化教学，但是化学的学习对实践学习

的要求高于单纯的理论学习，这时就需要利用能得到的一切

资源为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情境。只有当学生对化学有强烈

的探索欲和对化学知识、化学实验有极强的求知欲，并意识

到化学能大量运用于生活中，造福人类和社会，学生才会积

极主动学习化学，并能进行自主创新。在进行正式的课堂教

学之前，教师可以将教学的主题和一些视频结合，趣味化地

导入课堂正式内容。

例如，播放关于屠呦呦的研究纪录片、侯氏制碱法发明

过程、合成牛胰岛素的历史等视频资料给学生观看。在观看

前，教师可以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把问题记下来，让学生

在视频中寻找答案。在观看后，教师也可以将抛出生活化的

问题，如灭火器的原理等，让学生去分析其中的化学知识。

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生会明白学习化学的重要性，不仅能解

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为社会和国家解决很多实际性难

题，激起学生为祖国而学习的热情。

三、总结

综上可知，由于初、高中化学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差

异性，做好两个阶段的衔接教学至关重要。这对以学生能力

为本、思维能力为本的终究目标实现是一种极大的促进。然

而，多因素的制约阻碍了先进教学理念的贯彻落实。这就要

求教师与学生都要做好自身定位，构建长效提升与被提升机

制。总的来说，教师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对学生学习

方式的引导上都要有衔接意识。同时也要注重相关化学知识

的联系，善于以旧带新，帮助学生从初中平稳过渡到高中，

充满信心地适应高中阶段的学习，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和科学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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