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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6_E5_AD_A6_E6_c65_104390.htm 一、问题的提出 在

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教师常常偏重于学生解题的训练，而

对学生化学知识体系的理性思索和整合过程缺乏有效的训练

和方法指导。让学生学会学习是现代教育目标之一，学习方

法的指导是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有效手段，它贯穿于教学过

程的始终。在传统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利用批改作业方

式来实现教学信 息的反馈，由于反馈时间长、反馈信息途径

单一，对深层次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经验、兴趣、学习风

格，有效地做好学法指导工作带来了困难。鉴于以上认识，

我们开展了“化学日记”应用于化学学法指导的探索。来源

：www.examda.com 所谓“化学日记”，就是在化学教学中，

学生以日记形式在专门的作业本中记述他们对每次教学内容

知识点的整理，学习的得失及体会，并提出自己对教师后续

教学的要求，向老师请教课内外学习中遇到的知识上和心理

上的疑惑的一种日记体练习。 二、“化学日记”的实际操作

形式 1．课内总结性日记来源：www.examda.com 课内总结性

日记要求学生在每次下课前5分钟书写，下课后马上上交。主

要是对本节教学内容知识点的整理；指出所学知识与前面知

识的联系；本节课的重点知识及如何理解、掌握这些重点知

识的体会和经验；还有那些疑难问题需要老师解决及就某一

问题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与教师讨论；还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

法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等等。起到理解、巩固、强化知识的

作用。 教师要认真批阅，对每个学生的情况和问题进行详细



分析、解答并做出评语，及时返还给学生，对于共性问题还

要在下节课前几分钟矫正巩固。 2．课外质疑问难性日记 课

外质疑问难性日记要求在作业后完成。学生在做作业时会遇

到不会的问题，存在困惑的地方及通过作业对课堂教学又有

新的想法等，让他们在完成作业后写成日记交上来，教师进

行分析和解答。 作业中学生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不做，但必

须在日记中写出本题解答存在的思维障碍及症结，这不仅在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作业抄袭现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

可以培养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并积极地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

力。 3．平时策略性日记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在解题中常

常会出现各种巧妙的直觉思维，往往是教师也难以预及的。

策略性地日记就是在学生表现出超乎寻常灵感时，及是记录

下来的一种“化学日记”，这是一种创造思维的萌芽，这对

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三、“化学

日记”的功能 在实际的应用中，“化学日记”可充分发挥以

下几个独特的作用。 1．有利于课堂认知反馈 以往教师只单

纯通过作业等反馈信息来估计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教师的

教学效果，加上学生抄袭作业等干扰因素，主观性、片面性

较大，而“错”与“对”的原因也只靠教师主观猜测，反馈

单一、失真率高。“化学日记”中，学生会记述他们对所学

知识的理解，学习中的体会、疑问、困惑以及对某一问题解

决的独到见解等，大大增加了信息反馈的多样性，真实性，

教师通过批阅“化学日记”，及时、清楚地把握学生的知识

掌握程度，发现学生学习成功或失败的心理及认知原因，为

了解教学效果、改进教学过程、指导学生学习提供了可靠依

据。 2．有于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及知识网络的形成 写“化



学日记”，学生必须当堂回顾所学的知识，要知道哪些是重

点、难点，如何掌握这些重点知识、突破难点，要知道所学

知识与前面知识的联系等。达到了寓复习于平时教学之中的

目的。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回忆、联想，这对理解、

巩固知识，形成知识网络是十分有效的。 3．有利于发展学

生的思维和形成化学思想 学生要把所学知识在“化学日记”

中记录下来，必须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加工，这样可以促进

学生思维的发展。而我们通常的化学练习，缺乏给学生提供

必要的理性思考的机会，造成学生只埋头于机械的解题中，

而不善于集思广益，形成知识体系。“化学日记”，要求学

生对所学知识的由来、实质、应用等有较深层 -2- 次的了解，

并及时地把自己的新方法、新思想记录下来，有益于学生形

成化学思想。 4．有利于学生思想品质和个性心理的培养 平

时的作业强调知识的巩固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忽视学生的思

想品质和个性心理。在“化学日记”中，学生会真实地表露

其思想状况，通过批改可发现不同学生的个性特征乃至心理

障碍如有些学生意志薄弱，易灰心；学习爱钻牛角尖；心理

消沉，自信心差等等。正确地把握了学生的个性特征，可心

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以培养和发展学生健全的个性品质，

是化学教学走素质教育之路的途径之一。 5．有利于构建民

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化学日记”中，学生既要回顾整理、归

纳所学的知识点，记述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知识的方法

技巧等，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有利于学生的

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同时，在“化学日记”中学生还会就

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与教师讨论，就课堂教学的方法向

教师提出意见和建议等，方寸之地为学生与教师提供了平等



交流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质量

的提高，同时也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有益于建立民主平等

的新型师生关系。总之，我们认为“化学日记”作为化学作

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教师坚持批阅，及时反馈，对做好

学法指导、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个性心理品质

、优化教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有其独特的功能，是

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丁玉祥“每课一

得”在物理学法指导中的探索教学与管理2001（4）：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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