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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化学教学中有效教学的策略

◆王娅芬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０)

【摘要】想要提高化学教学的有效性,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有效教学、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在有效教学中,教师应该

关注学生,关注教学过程,关注教学效果,关注教学反思;以丰富的实验为基础,多让学生自己思考,设计和完成实验并

进行总结,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教师教学要有手段、有智慧,要抓住学生

的注意力,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有效教学.本文对初中化学教学中的有效教学策略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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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有效教学内涵

有效教学，其实就是常说的向４５分钟要质量，具体就

是指在师生双向的教学活动中，通过运用适当的教学策略，

使学生的基础性学习能力、发展性学习能力和创造性学习能

力得到很好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

指出：所谓“有效”，主要是指教师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之

后，学生所取得的具体的进步或发展。 在有效教学中，教

师不但需要注重学生的知识掌握，还有关注学生自身的发展

情况，学生要学习知识同时也要学习正确的学习方法。 面

对不同的学生，教师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注重知识的传授

效果。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进行有效教学时要

把实验教学的可操作性考虑进去，最大化地实现实验教学的

效果。 把实验教学和课堂教学进行结合，让学生更多地在

实验中动手、体会、理解、思考，让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比如在“氧气的实验室制取”这一课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可以让学生自己探索。 比如，２０２３年苏州中考第２３题

(３)考查了学生对铁架台的使用，这是很多教师会忽略的细

节，甚至有些教师会帮学生调节铁架台。 如果在教学中把

铁架台的几个零件全部拆卸下来让学生尝试自己搭建实验

台，学生通过自己亲自操作，能够明白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调

整，也能让学生对化学学习有更多的理解。

２　有效教学中教师的关注点

第一，关注学生。 有效教学的对象是学生，脱离了学

生的教学，谈不上有效。 在有效的教学中，教师首先应该

全方位地分析学情，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入手，实时调整自己

的教学计划和策略，才可以提高自己教学的有效性。 在教

学中应该求稳、求变、求新，时刻关注学生的情况。

第二，关注教学过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计划、

有思想、有目的，一堂课不是把重难点讲完了就结束了，在

课堂学习中要考虑：有没有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 有没

有关注到学生的学习状况? 学生每节课可以专注听讲的时间

一般不超过１５分钟，教师如果满堂灌，其实是对知识点重

难点的把控不到位，这种情况下学生很难专注地学习。 所

以备课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做到语言精练简洁。 不必太面

面俱到，容易让学生抓不住重点；也不必太精致，容易让学

生不会自己思考。 课堂上教师一定要做一个领导者，抓重

点，布置任务，让学生多动多思考，比如在教学“高炉炼

铁”这一课时，因为一氧化碳有毒，实验装置又比较复杂，

很多学校都没办法开展这个实验，且本节课的课程内容又

多，所以学生在课堂上自主思考的时间很少。 鉴于此，教

师可以设置以下几个问题：(１)炼铁的目的是什么? (２)可以

用什么来还原氧化铁? (３)实验装置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４)铁可以如何检验，其他产物可以如何检验? 虽然做这个

实验比较困难，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己设计实验，不管学

生设计的实验是否不可行，但只要学生有思考，都不失为一

种有效教学。

第三，关注教学效果。 教学效果不只是要关注学生的

考试成绩，应该更多地关注学生发展情况。 教师应该全面

地考察自己的教学效果，进而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

改进。 学生学习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内容，更应该学习如

何运用知识、如何进行知识迁移，做到学有所用。 即使是

进行解题训练，也应该让学生在解题中学会处理问题的方

法。 现在化学命题大多情境化，把问题放到一个合理的情

境中，学生不仅仅是在答试卷，更是在解决问题。 在解题

训练中，更多地引导学生进行阅读，读懂题目的意思，提炼

出最重要的有效信息，然后学会对信息的整合运用。

第四，关注教学反思。 反思是为了今后教学的提高做

准备，为了提高有效教学，反思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在反思

中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教学的改良，进

而真正地提高自己教学效果。 教学反思包括对课堂反思，

对学生反思，对命题反思。 (１)反思课堂：自己有没有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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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完整的课堂呈现给学生，有没有让学生在课堂中有所得；

(２)反思学生：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怎么让学生真正地爱

上化学，怎么让学生在学习上事半功倍；(３)反思命题：每

次命题前后都要记下自己的目的和收获，学生究竟能不能在

练习中更好的掌握知识是命题的方向。

３　化学教学中有效教学的实施策略

３．１　课堂中开展有效教学

学生在学校中，课堂学习时间是最长的，所以教师首先

应该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在课堂中，教师不能只是向学生直接地传授知识，而是应该

引导学生学习，通过学生对一些知识点的理解、运用，举一

反三，联想学习，把教师传授知识变成自己主动学习知识。

比如，化学实验中常用到对比实验，可以要求学生对每一次

实验进行四问分析，即：我“有什么”，我“缺什么”，我有

“什么现象”，我的“结论”。 在“铁生锈”实验中，首先

让学生对试管一支支进行分析：铁钉和“什么”接触了，即

我“有什么”；然后与生锈的那颗铁钉接触的物质进行对比

分析：我“缺什么”——缺什么就是对比实验中的变量；最

后结合现象得出结论：铁生锈需要铁钉与“什么”接触。

为了更有效地教学，教师应该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个轻松

自由的学习环境，这样才能更加挖掘他们的学习潜力。 那

如何让学生喜欢教师呢? 喜欢不是一味地迁就，教师应该更

多地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一味地讨好学生。 现代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亦师亦友，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其

实也在教育教师成长，而教师要多思考、多动脑，多展现自

己原创的东西，来吸引学生。 教师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很

长，因此在除了日常教学外，应更注重和学生的相处细节。

３．２　情境中提高教学有效性

教师在提高自己教学有效性的过程中，要提高自己的备

课质量。 备课是课堂之前的准备，只有准备充分才会有生

动的课堂。 在备课中除了把知识点、重难点备好，还应该

确定好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多变才能吸引学生的学

习。 对应不同的知识点、对应不同的学生都应该采取不同

的教学情境，在情境中教授知识会让学生更有体验感。 比

如在教学“金属的性质——合金”这一课中，用乐器进行情

境引入，沪教版的教材上本来就有几张乐器的图片，很多常

见的乐器中都用到了合金，如卡林巴琴、钢琴、三角铁、碰

铃都用到了钢、生铁和黄铜。 钢琴难以实体展示，可以播

放视频，除此之外，其余乐器都可以带到课堂上让学生听一

听，这也能体现合金性质的不同。 与众不同的实验方法让

学生充满了兴趣，让学生体会到化学的魅力，更加喜欢这一

门课程。

３．３　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

良好的课堂氛围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不要压抑

学生的想法，要让学生畅所欲言，在学习中感到快乐。 实

验探究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

时，更好地融会贯通。 比如在学习“生活中的水”这一节

内容时，可以让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学习，引导学生思考解决

水资源问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明确实验目的，

进而设计实验。

引导学生进行预复习，良好的预习和复习习惯会较大地

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教

学能更好地传授知识，实验教学在化学学科学习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 但是在实验教学中也遇到很多问题，明明课前

教师已经讲过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学生开始实验却做得稀

里糊涂，在实验过程中经常是一知半解，更别说学到知识

了。 让学生完成实验预习报告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实验报

告是注重对实验结果的记录，预习报告的设计不同于实验报

告，其是针对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的记录。 通过完成预习

报告，学生可以对将要开始的实验有一定的了解，在实验过

程中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马上提问或者记录下来，课后与同学

和老师讨论。

在有效的课堂中，教师应该处理好和学生的关系，用积

极的态度来感染和鼓励学生，切不可因为某些学生暂时的后

进就冷言冷语。 面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应该注意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 比如，在课堂上留出一点时间给学生，

让学生自行消化总结所学到的知识，教师也可以自由发挥自

己的心得体会，给学生讲一些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是学生向

教师学习，有时候也可以是教师向学生学习。

３．４　智慧地进行习题练习

任何有效教学的手段都应体现出教师的智慧。 学生在

学完以后必不可少的就是练习，教师可以从学生的练习中得

到有效教学的结果，所以练习也要体现出智慧来。 首先要

优化练习。 练习必须有针对性，要注重题目的质量而不仅

仅是量；练习要多选取情境化的题目，或者是可以实际应用

的题目，这样学生不但对所学知识有了巩固，还学会了知识

的实际运用，更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练习还

应该分层。 不同层次的学生应该选择不同难度的练习，这

样，好学生不至于题目太简单没有成就感，后进生也不会感

到题目太难而没法解决。 最后，练习也要把握时机。 对于

学生不同的学习阶段，练习的选择也不同。 新学新练中应

该多注重基础知识，最好较为单一，重难点明确；而在本章

复习中应该注重综合性运用，思维更开放。

在平时的课堂练习中，练习可以多样化一点。 比如，

以前经常会考学生，某实验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后来，尝试

改成了问学生：现在实验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 化学中会对实验有较高的要求，比如过滤相关的实

验对实验仪器和过程都要求掌握，在课堂练习中可以要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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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把过滤的仪器简单画个草图，用图像记忆代替枯燥的文字

记忆，学生掌握的效果会更好。 实验操作也是需要考查的

内容之一，因此还可以请同学直接搭建一下过滤装置。 虽

然不能每节课都进行学生实验，但是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实验

的机会也是有效教学应该提倡的。

注重课后的习题讲解。 对于学生的错误，教师应该予

以纠正，也要关注到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该知识点

是不是需要再加强一下。 上新课是一次知识的传授，讲习

题则是一次知识的总结，因此，课后习题的讲解，不是简单

地总结一下知识点、报一下答案，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思考的

思路，对知识进行总结。 对于错误率比较高的习题，一定

要在一两天内再进行一次巩固练习，看看学生是不是已经很

好地掌握。

４　结束语

以前所述，教师也要加强学习，多学习新课标，多思

考，多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培训，向其他教师学习。 不但要

学习教学内容，还要学习教学方法。 针对一些前沿的教学

软件和硬件设备，教师都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努力让

自己的课堂更丰富、更有趣。 只有拥有最新的知识，课堂

才不会固有化、传统化，思想也不会停留在过去，才能更贴

近现在的学生，做学生的好老师。

学生具有差异性，每一位学生都不一样，教师需要在有

效的课堂中激励他们学习，让他们学到知识，让他们有个人

的发展，最后具备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能力。 就像给小树

木阳光、空气、水，细心的照顾和时间，小树终究会长成参

天大树。 想种出好的树，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

有能力、有智慧的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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