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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杨生胜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培养学科核心素养成为学科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尤其在初中阶

段,学生学业压力较大,且初次接触化学学科,易产生畏难情绪或抵触心理,能动性不足,影响着化学核心素

养的培养成效.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可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困境,引导学生深度思考,分析化学问题,提

高对化学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水平.本文将从问题驱动式教学法的应用价值出发,重点论述其在初中化学中

的应用原则,提出具体应用对策,希望为优化初中化学教学成效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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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学科是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与探究能力的重要

科目，关乎着学生未来的发展质量。 然而在具体教

育实践中发现，不少初中生在化学学习期间始终处于被动学

习状态，课上互动意识和互动能力明显不足，对整体教学质

量的影响较大。 尤其针对实现新课改提出的核心素养培养

目标，传统的教学方法存在诸多局限与问题。 正因如此，

为化学学科探寻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与方式，成为当下教育

工作者探究的重要课题。 而问题驱动式教学法，以其独有

的教育优势，得到诸多教育工作者的青睐。

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增强问题探究意识

问题驱动式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现代教学模式，

围绕具体教学内容创设实际的问题情境，并设计与之相对应

的思考问题，形成问题链或问题组，循序渐进推进课堂教学

进程。 与传统教学模式有较大的差异性，该种教学模式能

够从基本问题探究活动出发，延展整体教学过程，打造互动

性更强、深度探究学习的高质量课堂，对提升学生问题探究

意识极为有益。 而且初中学生正处于学业发展的关键时

期，很多化学学科的基础知识能力与品质，仍有待教师指

导，进而向更深层次发展。 培养和增强学生的问题探究意

识，方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学科知识，实现学科应有的育人目

标。 采用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可在恰当的时机提出问题，

从而强化学生的化学意识，养成自主探索、深度思考的良好

学习习惯。 可见，以问题驱动为切入点，优化化学教学工

作，更有利于强化学生的问题探究意识。

(二)强化学科核心素养

新课改背景下，初中化学的教育工作应坚持以核心素养

培养为最高目标导向。 一切教学活动的开展均应合理进行

规划和完善，尽可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而各类新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理念的提出，给教育工作者带

来了全新的思考和指引，提供了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问题

驱动式教学法，可从学生基础学情出发，围绕课堂教学内容

提出具有思考和探索价值的驱动问题，使之深度关联以往新

旧知识，完成探究学习任务。 在此过程中，不仅有利于强

化学生的问题探究意识，也将提高其化学知识理解和掌握的

水平，拓展学生的化学思维。

问题驱动式教学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生本性原则

生本性原则，应作为初中化学教学中，问题驱动式教学

法应用的首要原则。 教师要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从学生

主体出发，合理设计探究学习问题。 基于核心素养最高培

养目标，围绕具体教学内容及学生的基础学情，从中凝练出

驱动探究的学习问题，问题的最终指向应在于化学学习所需

的关键能力与品质。 与此同时，在问题驱动式教学法的应

用过程中，教师在优化课程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以及教

学方法的全过程中，均应充分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尽量为

学生预留充足的探究时间与机会，鼓励其主动开展和参与探

究学习。 但也要注意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学生在探究

学习中的获得感，教师还需把握好教学评价的关键环节，形

成探究学习的闭环。 遵循生本性原则，所采用的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甚至评价主体，均应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对学

生课上探究学习的行为和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和梳理，也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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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调整教学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二)梯度性原则

将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初中化学课堂中，除遵循生

本性原则外，也应进一步贯彻落实梯度性原则。 虽初中阶

段是化学学科教育的起始环节，但不可否认的是，初中生的

化学思维、探究历史探究能力、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等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教师在实施问题驱动式教学模式

时，不应一刀切地引入思考问题，很容易影响学生课上探究

学习的积极性，还会影响总体教学质量。 所以应遵循梯度

性原则，依据学生学情优化设计驱动问题，形成梯度性的问

题矩阵，逐步启发学生去思考和探索，最终加深对关键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水平，完成预设的探究学习目的。 为此，在

初中化学课堂上，教师在落实问题驱动式教学法时，要始终

坚持和遵循梯度性原则，为不同能力层级的学生设计具有启

发性的问题，扫清认知障碍，也为后续深度探索和学习奠定

基础。

(三)情境性原则

除以上关键原则外，在应用问题驱动式教学法时，教师

应遵循情境性原则。 该原则的核心本质在于围绕教学问题

构建思考情境，帮助学生从深层次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探

究问题。 因化学学科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应创新探究问题

的呈现方法，以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作为切入点，有利于将

原本复杂的知识内容简单化、具象化，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关

联新旧知识，深度进行思考探索，梳理清晰的解题思路。

必要时，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时，可适当发挥教育信息化的

优势，打造声光电兼具的问题情境，刺激学生不同的感官。

这不仅有利于拉近学生与化学学科的距离，也能突破传统教

学模式的束缚，促进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成效。 唯有充分遵循问题驱动式教学

的各项原则，才能提高综合教育成效，打造高效的化学教学

课堂，完成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强化目的。

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优化教学环境与氛围，培养探究学习兴趣

总结以往教学经验，教学环境与氛围的营造，对学生课

上学习状态的影响较为显著，尤其是初中生，因初次接触化

学学科，易产生紧张焦虑畏难等不良情绪，如若不加以有效

引导，最终可能会影响对化学学科的学习热情，降低课上学

习质量。 而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实则是以问题驱动为主的

新型教育理念，更需调动学生的探究兴趣，使之踊跃思考融

入课堂，才能实现深度探究学习的目的。 为此，初中化学

教师尤其应注意在教学环境与氛围上下足功夫，尽量营造出

有利于调动学生探索求知欲的环境基础。

例如，在“走进化学世界”这一章节教学期间，为充分

培养学生对化学科目的探究学习兴趣，教师有意识地提前调

整教学环境与氛围。 尤其在第一课时阶段，以轻松幽默的

语言向学生介绍化学知识的多样性及趣味性。 如向学生展

示人面鱼纹彩陶盆、东汉酿酒画像砖拓片、春秋时期的越王

勾践青铜剑等。 这些素材看似与化学学科毫无关联，实则

联系紧密，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提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

鼓励学生大胆说出所思所想， 这样能迅速拉近师生距离，

使学生放下紧张的情绪。 注意在提问后观察学生的反馈状

态，若某些学生表现得较为积极，教师可以予以鼓励，不仅

有利于培养学生浓厚的探究学习兴趣，也将为问题驱动式教

学法的实施奠定基础。

(二)坚持探究问题出发，驱动深入探索新知

除了在教学环境与氛围上下功夫外，问题驱动式教学法

的应用，尤其要把握好核心要素，持续优化探究问题的设计

环节，尽可能聚焦学生在化学学习中的思维盲点，逐步提升

综合学习成效，攻克化学学习难关。 初中生面对复杂的化

学知识点时，单纯依靠自主探究学习所能实现的效果有限，

教师可尝试引入小组合作式教学法，组建合作学习平台和学

习共同体，让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助力，促进化学

思维的发展和强化，也将为深入探索化学知识奠定基础。

但仍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教学效果与前期预设的目标相契

合，教师在设计探究问题时，应尽量以贯穿整堂课的问题链

为主，循序渐进，驱动学生进行探索学习。

例如，在“常见的酸和碱”这节课教学时，为了充分拓

展学生化学思维，深度开展学习活动，教师应从教材预设的

实验出发，遵循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原则，将学生分成若干

个探究学习小组，随后提出问题链驱动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开展深度探究学习活动。 如“还有哪些方法可实现酸碱度

的测试目标？ 石蕊试纸测定酸和碱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尝

试对实验测定方案进行梳理总结，分析能否对其加以优化改

进。”围绕以上小组探究学习任务，小组内展开积极的探究

活动和一系列头脑风暴活动，从多维度创新思考和探究。

期间，教师指导各小组先将探究学习成果记录下来，后续再

做深入讨论。 如此，通过合理设计驱动问题，有效拓展学

生的化学思维并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进一步优化本次

化学实验，探究学习成效。 充分关联新旧知识，建构完整

的知识体系，提升学习效能。

(三)创设生动教学情境，开拓问题思维

情境教学法是化学教学中常用的一种策略，能将原本抽

象的知识点以生动形象的形式呈现出来，对降低学习难度，

减轻畏难情绪较为有利。 而在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问题

驱动式教学法的运用，也可与情境教学法相互搭配，可达到

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期间，教师应结合具体的教学安

排，选择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的情境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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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问题驱动式教学过程。 结合以往教学经验，从生活取

材，创设更贴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情境，有利于拉近学生

与化学知识的距离，必要时可适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

生活化情景模拟的效果，促进学生进行深度思考探究。

例如，在“燃烧和灭火”这节课教学中，需要让学生初

步理解和建构燃烧的概念，并掌握燃烧的基本条件，学会灭

火的关键方法。 而为了充分发展学生的问题思维，教师在

教学前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一段近期本地发生的一则火

灾新闻报道。 跟随镜头的画面，熊熊燃烧的大火，对周边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破坏。 基于这一生活实际

情境，教师引出本节课的教学内容，然后提出问题“分析火

灾发生的基本条件，并探究如何在第一时间迅速灭火？”基

于前期生活情境的关联，学生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意识明显增

强，并能迅速调动以往所学知识和生活经验进行深入思考和

分析。 随后，教师再进一步利用课上实验的形式，带领学

生一同分析燃烧的条件以及解决对策，从而提升教学成效。

由此可见，问题驱动式教学法的应用中应适当创设生动形

象、贴合实际的教学情境，可迅速调动学生的探究欲望，进

而发展问题思维。

(四)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强化总结与反馈

教学评价应作为问题驱动式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实

现教育闭环的关键所在。 教师应合理利用教学评价机制，

促进学生反思课上学习行为，总结学习经验，并找出不足之

处。 而且也可以此为依托，分析评估问题驱动式教学法的

具体应用成效，为后续调整教学思路、明确教学起点提供参

考依据。 但过于单一化或传统的评价机制，无法适应新课

改提出的总体教学要求，应作出适当优化与改进。

例如，在“物质的变化与性质”这一节知识教学时，教

师组织了小型的探究实验活动，学生需在实验结束后，线上

填写并提交实验报告，同时，完成教师线上布置的习题任

务。 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实验探究过程，统计习题的完成情

况，分析学生在本次课中的学习效果。 而在教学评价上，

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的方法。 如在实验探究

期间，对表现优异的学生给予表扬，提高其探究学习的兴趣

与动力。 在教学结束后，线上发放学情评价表，对学生课

上的探究学习活动进行评估检验。 分别由学生自主进行评

估和小组成员客观点评，最后再交由教师作出总结性评价。

通过不断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可进一步促进学生总结反思，

并反馈学习成效，为后续调整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背景下，初中化学教师应积极探索

问题驱动式教学法的应用路径，通过优化教学环境氛围，合

理设计探究学习问题，完善教学评价机制等途径，充分培养

学生化学探究意识与探究精神，强化学科核心素养，为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成长成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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