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有效的教学是学生所获得的具体进步和发展，高

效的教学质量是每个中学教师教学活动的中心思想。学生角

色、教师角色、学生学习观以及教师教学观是影响教学有效性

的重要因素。因此，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创新教学模式，以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同时还要注重专题复习，让复习

走近生活，凸显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
关键词：初中化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9）09-0067-01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9.09.058

一、教师教学方式的不断更新

（一）教学方式多样化，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根据化学学科的特点和新课程理念的要求， 改变传统单

一呆板的教学模式，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势在必行，从而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善于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我校在新课程改革中向山东杜郎口中学、洋思中学等课

改先进校主要学习研究了引导探究式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根

据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如演小品、说快板、编歌

谣、搞竞赛、变魔术、座谈讨论、化学晚会等等。 在具体的教学

过程中我是这样来实施的：讲置换反应，复分解反应时训练学

生自制卡片来展示反应的过程；讲书写化学方程式时，以竞赛

的形式分组开展；讲元素化合价和物质溶解性时编成快板，读

来朗朗上口，记忆深刻；讲燃烧和灭火时，借助农村学生的便

利条件，让学生亲自回家实验等等。
（二）注重实验的实用性功能，活化课内外实验

杜威的经验主义教学论认为：思维起源于直接经验的情

景。 化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的科学，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 丰

富多彩的化 学 课 外 实 验， 给 学 生 在 紧 张 学 习 生 活 之 余 增 添

了不少乐趣，对化学 的 学 习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认 识，使 所 学 知 识

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发挥实验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应注意以

下三点：（1）注重演示 实 验 的 作 用。 实 验 是 一 件 严 肃 认 真 的

事 情，在 演 示 实 验 前，教 师 要 让 学 生 对 实 验 做 到 心 中 有 数 ，
引导学生熟 悉 掌 握 化 学 实 验 中 观 察 的 基 本 内 容， 细 心 观 察

实 验 现 象，积 极 思 考，认 真 做 好 化 学 现 象 记 录 ，科 学 分 析 实

验现象的结果。 （2）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 在化学实验中，学

生 自 己 动 脑 设 计，动 手 操 作 实 验 ，使 自 己 在 操 作 领 域 、认 知

领域和体验领域都有很大的收获。 例如，在教学二氧化碳的

化学性质时， 我 让 学 生 分 别 向 盛 有 紫 色 石 蕊 试 液 的 烧 杯 和

澄清石灰水的烧杯中 吹 气，然 后 让 他 们 观 察 实 验 现 象，亲 自

体验探究的乐趣。 （3）注重实验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化学

是一门实用 性 的 科 学， 其 化 学 实 验 与 日 常 生 产 生 活 紧 密 相

连，比如在家庭清洁 积 有 水 垢 的 热 水 壶 时，学 生 根 据 课 堂 中

所 学 的 酸 碱 中 和 反 应，利 用 食 醋 溶 解 水 垢 ，既 干 净 又 卫 生 ；
在 夏 季 农 村 墓 地 里 经 常 出 现 “鬼 火 ”，就 是 由 于 人 体 内 白 磷

自燃的原因等等。

二、搞好专题复习，弥补学习缺陷，增强知识的系统性

（一）让复习走近生活，是提高复习效率的有效途径

化学离不开生活，化学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应用于

生产生活当中。许多习题就考察了这方面的知识，且逐渐成为

中考命题的方向。 例如，在复习到“酸的性质”时，我设计了以

下实际问题：（1）人体的胃液中含有什么酸？（2）胃酸过多时需

服用胃舒平（氢氧化铝），也可服用蚌壳粉（主要成分碳酸钙）
或小苏打片（碳酸氢钠），为什么这些药物可治疗胃酸过多症？
写出反应方程式。（3）若有胃穿孔能否服用蚌壳粉或小苏打片？
（4）夏季被蚂蚁、蚊子等咬后昆虫分泌的酸性物质进入肌肉，
使肌肉酸痛，此时涂上稀氨水或肥皂水可止痛。其中有什么道

理？ （5）如何用家庭中现有条件除去热水瓶胆内的水垢？ 诸如

此类的问题，都是来自我们的生活，并且都是我们初中化学所

涉及的知识。 因此，我们平时就要留意身边的化学知识，注意

与现实生活中有关的化学问题。在学生复习过程中，教师可从

某一重要知识点着手， 引导他们大胆联想， 体会化学就在身

边。 通过这些知识的复习，既开阔了学生视野，又让学生体会

到科学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让他们用化学的视角

去分析、解决农业生产、生活和社会中实际问题，有利于激发

学生学习化学兴趣， 自主地复习所学内容， 并让学生学会以

“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学科中的知识点，“万变”的是题型

和问题，这种复习方法与大规模的“题海战术”相比，可以说达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突出实验教学，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手段

有许多教师认为，做实验是授新课所做的工作，复习时，
做不做无所谓。 殊不知，学生在做实验时，不仅复习了已有的

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问题综

合分析能力、解决能力、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力，这也正是

新课程所倡导的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有效提高了学生的

综合能力。
三、结语

总之，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创

新教学方法，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及时鼓励学生，关心爱

护学生，给学生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教师还要树立正确的教学

目标，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为目的，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不断提

高自身的教训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何提高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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