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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8C_96_E5_c64_526909.htm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已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指

出，应改变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

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教材体现了

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教材的编写无论是从内容的呈现方

式，还是页面、视图的设置上，都重视初中生已有的经验和

兴趣特点，提供了丰富的与青少年生活背景有关的素材，以

及开阔学生视野的“科学、技术、社会”等阅读内容，同对

教材中添加了许多“活动与探究”。这些正是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使学生积极参与化学学习活动的基础。下面

谈一波在使用新教材实践中的几点体会。 一、巧妙设计问题

，引入学习目标 学习动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强烈

的学习动机是由学生高层次的学习需要和成就感激发的。在

教学目标的引入上，要充分利用教材资源，挖掘教材内涵，

巧妙设计能引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的问题，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有助于创设

最佳的教学情境，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引发生疑质疑。问

题设计要在“巧”上下功夫，要有中心，有重点，有启发性

、挑战性和研究性。如在学习化学反应时，针对物理变化和

化学变化，我设计的探究性学习问题是：面粉可以爆炸吗？

面粉的爆炸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面粉可以燃烧吗？等



等。在初中学生的常识中，面粉是不会燃烧和爆炸的，这种

“违反常识”的问题，可以强烈地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激

发学习的兴趣，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变得积极主动。 二、转变

观念，充分信任学生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总怕学生自己学

不懂，不厌其烦地讲解、强调，或多或少会将学生置于被动

听讲的课堂环境中，这种长期的灌输式学习使学生变得内向

、被动、缺少自信、恭顺⋯⋯这自然也就窒息了人的创造性

。学习方式的改善是以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为前提的，因而

教师教学行为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善是

新课程改革的主要目的。一本美国的教科书上有一句名言：

“You hear，you forget；You see，you remember，you do，you

learn”，这正是教育家们“作中学，玩中学”所倡导的。在

学习中探究的乐趣和收获只有学习者自己知道。我们应当引

导每一位学生大胆尝试，充分相信学生，尽可能让学生自己

动手实践，让学生体味到学习的快乐和在学习中探究的快乐

。 例如，在教材第10页“对人体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的

探究”中，学生对这两种气体再熟悉不过了，但并不太清楚

其中某些成分的含量，更不知道怎样去测定和验证。这时，

我给出探究目标：你认为这两种气体相同吗？它们中哪些成

分的含量不同？第一，请提出自己的假设，然后阅读课本

第10页的活动与探究；第二，请在作业本上简单设计一个探

究实验报告（可参考第9页的实验报告），并填上要做的实验

步骤（明确该步骤的目的是什么），与同学交流；第三，按

照设计的实验步骤，用实验（两人一组）验证提出的假设，

并在实验报告中填写每一步实验出现的现象；第四，根据实

验现象分析并得出结论。 该活动有别于以往的学生实验。一



是学生并没有在课堂上见过教师的示范操作，又不知道实验

结果，这会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探究热情。二是实验

报告不用现成的，让学生自己设计，这使学生脱离被动，更

加主动地、认真地思考实验的步骤以及实验操作的可行性，

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三是能够得心应手地发挥动

手能力，不用机械地看一步报告操作一步，可提高探究实验

的质量。此探究活动中既有个体学习，也有小组学习，在课

堂上给了学生自主、合作的机会，培养了学生的合作和竞争

意识。同时发展了学生间的交往与审美能力。这节课我又把

上述学习目标在大屏幕上展示给学生，一开始学生就很兴奋

，交头接耳，相互交换看法，并及时与我交流，我成了这个

活动的积极服务者。很快，同学们就按照学习目标继续往下

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不同学生在学习能力上存在的差

异，他们中有的学生已经把实验报告拟好，跃跃欲试，准备

动手实验，有的同学书上的探究内容还没阅读完，但95％的

学生在学习上绝不示弱，积极与他人交流，以求自己也能很

好地获得最后的成果。课堂看起来活泼而有秩序。因此，我

只指导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 20 min后，在大屏幕上展

示较好的设计示例，及时给予表扬，同学们再给以补充和完

善。设计不足的同学及时改进，而后开始动手做自己设计好

的实验，都显得信心十足，只是有的学生看起来“笨手笨脚

”，但是非常认真。 15 min后大部分学生都顺利地完成了实

验（两人一组）并填好报告，得出结论。圆满完成了这节课

的学习目标。只要充分相信学生，他们会发挥出很大的潜力

，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参与，使学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三、

适当提示学法，但不可过度 对不同的教材内容，教师会采取



相应的教学方法。但不论采取何种模式都包含着教师对学生

学习方法的指导要求，以便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具

备基本的学习和研究能力，能自主、自如地学习。如在上面

谈到的探究实验结束时，并不急于小结，而是由学生总结得

出探究实验的方法和步骤：提出问题→做出假设→查阅资料

→设计实验步骤→进行实验验证→科学推理得出结论。这样

做让学生很有成就感，越学越能找到感觉。再如，在学习氧

气具有助燃性这一化学性质时，要提示学生注意：该类反应

的条件是“点燃”，这就足够了。如果你再告诉学生。做铁

丝在氧气中燃烧实验时，一定要在铁丝前系一根火柴（学生

会再现教师在课堂上做铝箔实验的情景），他们就看不到铁

丝在空气中被点燃时的现象，而将铁丝在氧气中与在空气中

被点燃时的现象混为一谈，也就不知道类似的探究以后该怎

样进行。因此教师不要过度指导，要留给学生充分的思考和

学习空间，让学生做决定。真正地做自己学习的主人，这样

才能使学生的学习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四、教师要勇于探索

，为学生树立榜样 课堂上，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在学生的

思想上留下印象，对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产生影响。我们要

求学生在学习上勇于探索，多思、多问。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就应体现出这样的行为素质，这样你的思想你的要求才能潜

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 例如，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新教材中的[

实验2-5]（2），给过氧化氢溶液微热可看到有较多的气泡冒

出，按教材上的操作看不到带火星的木条复燃，这就没法让

学生得出过氧化氢溶液在加热时能放出氧气的结论。此时，

教师对出现此现象的各种推理都显得苍白无力，亦有武断的

嫌疑。于是我故意提出问题：该试管中放出的气体是不是氧



气？我们该怎么办呢？学生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学生

说，把气体收集在集气瓶里，再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我说

为什么？答：如果是氧气的话，气体会多一些，容易看清现

象。大家说得不错，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收集该气体较好呢？

这一下教室里又炸开了锅，争吵不休。我叫两个代表讲明观

点，甲方说因为氧气的密度比空气大所以用向上排空气法，

操作简单、省时；乙方说因加热时可能产生大量的水蒸气，

用排水法可以使水蒸气冷却变成水，收集到的气体校纯净。

双方的辩论使我感触颇深，只要教师给学生机会，善于引导

，学生的智慧随处闪光，有时他们的见解会令我们吃惊，禁

不住为其喝彩。最后，我亮明自己的观点，支持乙方，因为

他们的观点更科学，更严谨。在学生的配合下我们用大试管

代替集气瓶，用排水法收集了气体，经检验该气体能使带火

星的木条剧烈复燃（学生操作），教室里发出“哇”的惊叹

声，此时披开被加热的试管口的单孔塞，将带火星的木条伸

入试管中木条亦复燃。此时，学生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该

实验通过如此探究及改进具有如下的积极意义：①能让学生

清楚地知道过氧化氢溶液在加热的条件下能放出氧气；②可

直观地观察到气泡在水槽中冒出的速度很慢，对介绍二氧化

锰对过氧化氢的催化作用有很好的帮助；③让学生体会到对

待实验要科学、严谨、勇于探索，得出结论一定要有科学的

推理和充分的证据。 总之，新课程改革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教

学理念，为学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我认为，凡是学

生能够探索出来的，教师绝不替代，凡是学生能够独立发现

的绝不暗示，让学生从生活、活动、思索、合作交流中学习

；尽可能多给一点思考的时间，多给一点活动的空间，多给



学生一点表现自己的机会，让学生多一点创造的信心，多一

点成功的体验。 百考试题编辑100test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