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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需要充分了解学生存在的迷思概念

及其成因，才能教学有针对

“迷思概念”中既有幼童在接受学校的科学

教育之前，对许多科学早有的异常顽固且不易改

变的观点; 也有在学习过程中，面对以前从未学习

过的内容时，教师不当的教学方式所导致的学习

知识上的缺陷、困惑与误解; 还包括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已学知识对后学知识造成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对学生学习的负面影

响不可小觑。分子、原子、元素等“时尚概念”时

不时会出现在人们眼前，有的还被“绑架”成组合

词。这些“时尚概念”中有很多早已超越了化学、
超越了科学，甚至完全颠覆了化学研究者的最初

定义。媒体对化学用语的不科学使用和宣传很容

易给学生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教师在教学中必须

加以辨析和矫正。
之前学习过的材料对保持和回忆以后学习的

材料的干扰作用，在认知心理学上被称为前摄抑

制( 也称前摄干扰) 。很多化学概念、化学用语都

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从化学的角度看，初三学生已

有理解中有的不全面，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如

苏科版初二物理课本中关 于 分 子 的 描 述 如 下:

“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构成物质的分子之间有

间隔，分子在永不停息的做无规则运动，分子间有

引力和斥力”。这与化学教材中对分子的描述和

定义相比，既有吻合的部分，也有冲突的地方。可

见，学生已有的“迷思概念”中既可能是学生后续

学习的“台 阶”，也 可 能 是 学 生 后 续 学 习 的“障

碍”。只有了解了学生的已有知识，巧用“台阶”，

拆除“障碍”，才能有效构建学生的认识体系和知

识体系，推进知识的层层发展和能力的逐步提升。
此外，在化学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的新知

识，有时会和旧知识相混淆。在“物质构成的奥

秘”中，有好几对学生容易混淆的概念。如宏观

概念“元素”与微观粒子“原子”、“化合价”与“离

子符号”、“化合物”和“混合物”等都是学生易混

淆的“相识概念”; 在计算练习时，部分学生还分

不清“原子个数”与“元素质量”等等。这些先后

学习的概念，容易造成混乱而无法辨析清楚。
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首先需要了解学生

已有“迷思概念”及其成因，做到心中有数，才能

“趋利避害”，巧妙利用学生正面的“迷思概念”，突破

难点、把握重点，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二、温故知新“正迁移”，概念转化巧升华

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总是试图用原有

的认知结构来同化对新内容的理解。在教学中，

不妨有意识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在学生已有认

知结构与新现象之间产生无法包容的矛盾。如:

对分子、原子性质的教学时常从“衣服晒干”、“闻

到酒香”、“金属的热胀冷缩”等常见生活现象切

入，学生用初二已学物理知识均能从宏观现象上

进行解释( 如蒸发、挥发、气化、扩散等) ，并且能

从分子的微观角度解释这些宏观现象，此时教师

继续追问: “水银等金属物质也都是由原子构成

的吗? 金刚石呢? 氯化钠呢?”然后再引导学生

观察 教 材 第 64 页 的 图 片“不 同 微 粒 构 成 的 物

质”，明确构成物质的微粒有原子、分子和离子，

物质的蒸发、气化、挥发等宏观现象都是微粒运动

的结果，物质的三态变化、热胀冷缩现象都是微粒

间空隙变化引起的。同时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不同

学科研究事物的角度不同，要善于抓住学科差异，

在对比中有效实现不同学科知识的对接和升华。
三、图文结合解难点，抽象思维形象化

“物质构成的奥秘”单元重点在学生肉眼看

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做文章，内容抽象，是学生化学

学习的分化点。教师除了要有效解构来自不同学

科体系“负迁移”的迷思概念外，学生在本学科学

习过程中，对已学知识的固化认知也会对后续知

识的学习产生不良影响。如，学生已经认识到分

子、原子都是构成物质的微粒，关于分子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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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教学中几个常见问题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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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作为化学教育的启蒙阶段，其宗旨是提

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新的化学课程倡导从学生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学科自身的优势，将科

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激发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获得

化学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成为理解化学、进行科

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值观的

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遵守教学的基

本原则，注重传授知识和方法的严谨性、科学性。
但笔者在初中化学听、评课中发现，有部分教师或

多或少地存在认识误区，在确定教学目标、教学过

程及习题编制中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现略

举几例进行评析，供一线教师在教学中参考。
一、确定教学目标时要注意的问题

义务制教育化学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不仅要传授知识、训练技能，而且还要让学

生经历一定的过程，掌握一定的方法，同时要注重

渗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一节课的成功与否，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节课教学目标的确定。课堂教

学目标由行为主体( 学生) 、行为动词、行为条件

和表现程度四个要素组成。教学目标应包括表达

行为与内容两方面，既要表达养成何种行为，又要

阐明这种行为能在其中运用的领域或内容。也就

是说“目标”是叙写学生行为状态变化，而不是叙

写教师教什么、怎么教。因此，教师每节课确定的

教学目标应该是明确的、具体的、便于检测的。
［案例 1］某教师确定的“质量守恒定律”( 人

教版九年级《化学》上册第五单元课题 1 ) 教学目

标:

( 1) 知识与技能

①知道质量守恒定律的涵义，了解常见化学

反应中的质量关系;

②从微观层面认识化学反应中质量守恒的原

因。
( 2) 过程与方法

①通过实验验证质量守恒定律是否正确;

②通过合作讨论，从微观层面解释质量守恒

定律并认识化学反应。
(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通过实验，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②培养善于合作、勤于思考、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
评析 该教学目标中有两个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质量守恒定律是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所遵循

的一项基本规律，是化学家在对参加化学反应的

各物质的质量进行定量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是确

立在严谨的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是不需要学生

“通过实验验证是否正确”的。笔者认为可将该

教学目标中“通过实验验证质量守恒定律是否正

确”改为“通过探究活动，体验科学探究的基本过

程”。第二，科学探究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不是通过一节课或者几个实验所能达成的。
笔者认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可改为: ①能感

知科学家探究质量守恒定律的历程，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体验实验探

知识都可以迁移到原子上，因为两者有较大相

似性。可是马上又要建立新的概念系统了，因为

原子与分子还有较大差异。在教学中，引导学生

对比水的三态变化和水的分解微观示意图，通过

对比与讨论，学生逐渐打破已有概念的束缚和限

制，重新建立“分子构成的物质，发生物理变化时

分子本身不变，只是分子间空隙发生变化; 化学变

化中分子分裂原子重组，化学反应前后，分子种类

和性质变而原子的种类和数目都不变”等重要观

念。
虽然学生的迷思概念形成途径很多，且具有

广泛性、隐蔽性、反复性、顽固性等特点，但只要教

师清楚迷思概念的成因，运用适当的干预手段，迷

思概念甚至可以成为锻炼学生思维能力的阶梯，

推动学生后续的学习和发展。
( 收稿日期: 2018 － 06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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