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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如何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呢？ 笔者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特点，对高
中化学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改革，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培
养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注重整体把握，理论联系实际，多种
教学手段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教与学主体位置互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育家克莱·P·贝德福特说：“如果你用激发好奇心方式

教他学习，他终生都会不断地学习。 ”提问题是启发思维和发
展思维的源泉。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般都采用“填鸭式”教
学，不管学生的接受能力，一味地给学生强调所谓考点、重点，
让他们死记硬背，不给学生自由发挥的时间和空间。教师过分
强调自身主导作用，造成学生主体作用缺失，间接地扼杀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新课程强调的是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主
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教学即交流，交流即对话，交流即参与，
它是一种教学活动，也是一种教育精神。 对学生而言，教与学
主体位置的互换凸显了学生个性;对教师而言，上课不再是无
谓的牺牲和浪费时间，而是传授知识、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
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引导学生多质疑、多发问，变
学生的“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 转变教师为中心，满堂灌，
大量题海战术的教学方式为以学生为主体， 指导学生开展自
主探究式的学习。

二、创设问题教学情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创设问题情境是指在新奇未知事物的刺激下， 学生在认

知中提出问题或接受教师提问并产生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
作为自己学习活动目的的一种情境。研究表明：当感性输入的
信息与现有认知结构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不符合时， 人的兴
趣最大。 因此，教师必须精心创设问题教学情境，有效调动学
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使其学习的内部动机从好奇逐步升华
为兴趣、志趣、理想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教师就教学内容设计
出富有趣味性、探索性、适应性和开放性的情境性问题，并为
学生提供适当指导。通过精心设置支架，巧妙地将学习目标任
务置于学生的认知范围，让学生产生认知困惑，引起反思，形
成必要的认知冲突，从而促进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如在讲温
度和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影响的时候， 每个实验都先提出
问题，让学生预测结果，带着问题进行实验，等到实验完成了，
结果也就一目了然了。这样预测结果无论正确与否，学生都能
记忆深刻。在多年教学过程中，我认为，问题教学情境的创设，
要注意这几个问题: 一是教学过程中不要把所有问题都讲出
来，要让学生有问题可提。 二是发现和提出问题时，要给学生
留出思考的时间。三是因势利导，逐步克服为提问题而提问题
的错误倾向，使学生提的问题有价值。

三、结合实际生活和科技前沿，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哪里有物质，哪里就有化学，可以说化学无处不在，生活

中处处存在化学。课堂教学中，结合实际提出问题，引起争论，
教师可以顺势用化学知识做解释。如结合图片，让学生讨论平
谷县的溶洞是在怎样形成的？这时教师可在学生回答完之后，

加以解释， 这是难溶的碳酸钙与可溶的碳酸氢钙之间互相转
化形成的。另外，结合生活中水壶里边的水垢，讲解泉水、井水
等常是硬水，在水壶和锅炉里能形成水垢，这是由于生成了碳
酸钙等沉淀的缘故。 并且提出水的硬度高对生活和生产都有
危害。 通过这一番讲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增，对碳酸钙与碳
酸氢钙间转化这一知识的印象更深刻。 还可以利用目前很热
门的环境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 如酸雨是怎么形成
的、温室效应的原理、臭氧层空洞、汽车尾气、土壤改良等问
题，学生听说过，却很少认真思考过。 列举这些实例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强化认知效果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从听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15%，

从视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25%， 而同时使用两种传递信息
的工具能接受知识65%。 因此，感官认知比抽象的思维更能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教学手段的运用上，多媒体教学是近年
新兴起的一种教学手段，集文本、图形、图像和声音等多种传
媒为一体，有集成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为抽象的理论
教学注入了强大活力。 在化学教学中，计算机可以模拟原子、
原子团、 分子等的结构和变化机理， 使化学反应过程生动形
象，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原理。电子云、化学键、晶体结构
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很难理解，例如，在讲共价键的时候，用多
媒体的动画播放演示氯分子形成示意图， 学生很快就明白了
共价键是原子之间通过公用电子对所形成的相互作用。 还有
在化学上有些静态生产过程不能被学生理解， 如接触法制硫
酸这个生产过程，可以通过动画模拟仿真将分散、孤立的设备
连接成完整的系统设备， 将静态的生产流程变为动态的生产
过程，并将各个环节进行局部放大和反复演示，这样学生对各
个设备的工作原理和生产过程就都能弄明白。 在化学实验教
学中使用多媒体，可以避免因操作失误而引起的实验失败。在
实验前，可以让学生利用相应软件在电脑上进行模拟实验，以
掌握正确的操作和不正确操作的理解，然后进行试验，就可以
大大提高学生实验有效性。总之，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教学情境，
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学资源，增大课堂教学容量，强化课堂
教学效果。

新课程背景下的有效教学是一门艺术，充满挑战。高中化
学教师必须更新教学理念，与时俱进，提高用教育理论指导和
反思教育实践的意识和能力，丰富教育思想，使化学教学更趋
合理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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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主动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智力与体力，并形成一定思想品德的过程，它具有复杂的结构体系。
在这一结构体系中，教学方法是其关键环节之一。 教师正确选择和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不论是对个别学生的指导还是对班级授
课，都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 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学校教育要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的教育观，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改革课
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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