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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培养的是高素质人才，创新型人才，随着

课程改革的深入，教学理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满

堂灌”的教学模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优质、
高效课堂，这样让学生有更多的空间去思维，去探

究，去合作，去体验，去创造，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
新的教育理念催生了新的教育时代。教育教

学开始以学生认知规律为基础，注重以学生为主

体，关注人性化、个性化教育，充分发挥学生的自

主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从填鸭式教学彻

底转变为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一系列转变的最

终目标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进而提高学生素质。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 45 分钟课堂的效率。
课堂是本，课后是末，如果丢弃了本，一味地加大

课后作业量去追求末，不但不能促进本，也对本造

成了伤害。只有课堂效率提高了，学生的课后负

担才能减轻，学生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去
探究、去创造，教学质量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素质

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课堂效率呢? 在教学中，

研究小组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通过不断研究和实

践，探索出了一些提高化学课堂效率的方法。
一、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兴趣，学生

的学习就失去了天然动力，再谈提高效率就会事倍

功半，所以在学期初，教师必须把学习兴趣培养起

来，这是首要任务。在教学中，教师必须让失去了学

习兴趣的学生实现从厌倦到不厌倦、从不感兴趣到

喜欢的转变，从而焕发学习新动力。因此，教师要精

心准备每节课，按照优质课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从情景导入、科学探究、化学小故事等环节着手，到

每个知识点的过渡、练习、与生活联系等细节的教学

设计上，都要力求有吸引力，能抓住学生的好奇心。
例如在学习“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一节时，教师首

先播放一段视频: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附近有一个

“死狗洞”，狗、猫等动物一走进去，挣扎几分钟就死

了，人却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这个洞。迷信的人因

此说，洞里面有“屠狗妖”。教师提出问题: 为什么会

有如此奇异的现象呢? 你能解释此现象吗? 同学们

你能用科学来破除迷信吗? 这样学生的兴趣就来

了，结合学到的化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让学

生在实践中感受到学习化学是很有用的。这实际上

是利用兴趣解决了学习动力的问题。
二、注重学习习惯的培养

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每天高达 90% 的行为是

出于习惯，就是说，倘若我们能看清并且改掉坏习

惯，看清并且坚持好习惯，我们至少就能在人生路

上得 90 分。”所以要提高课堂效率，教师在培养学生

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
1． 养成学生的自学和课堂讨论的习惯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初三、初

四的学生已具有一定的自学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但让学生自己泛泛地阅读，常常会出现不明确现

象，抓不住重点，造成花时间多，但收益甚微的结

图 1

果。课堂讨论能诱导学生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

提出问题，相互交流个人看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所以阅读前，要悉心指导，提出要思考

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边阅读边思考再讨

论。这样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学习“大自

然中的二氧化碳”之前，教师先把导学提纲发给学

生，指导学生自学，让学生边自学边思考边讨论，形

成研究化学物质的基本思路———研究物质的组成、
结构、性质、用途及制法等思路，研究物质的制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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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验室制法和工业制法，实验室制法考虑———原

料、原理、装置、步骤、收集方法和验满方法及本实验

的注意事项，形成知识结构和网络如图 1 所示。
2． 养成仔细观察、勤于动手、善于动脑分析的

习惯

实验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演示

实验和分组实验，对培养学生观察、动手、动脑能

力至关重要。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理和动手的

欲望，这是激发学习兴趣、活跃思维、探索新知的

强劲动力。在实验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实验的设

计，调动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

仔细观察、勤于动手、善于动脑分析的习惯。如学

习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实验:

实验一 把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试液中，

学生观察现象; 然后加热，再观察。学生通过分组

实验的方法，先独立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再小组

分析讨论分析原因，最后得出结论。
实验二 采用分组实验，学生将二氧化碳倒

入盛有高低两根燃着的蜡烛的烧杯中，观察实验

现象，讨论根据哪些现象可得出二氧化碳的哪些

性质? 实验设计简洁，现象明显，给学生留下深刻

的印象和难忘的回忆。
三、创新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利器

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时代精

神的最强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之一。
教育要适应时代要求，必须“破旧立新”，注重创新精

神，培养创新能力。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
导者和合作者，要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思维活动的机

会和空间，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引导学

生积极投入到自主探究的学习活动中去。例如: 在

学习“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这一节，探究二氧化碳

的性质时，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验证二氧化碳

能溶于水，你能想出几种办法? 请设计出你的实验

方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探究的热情高涨，为

了将自己的方案设计好，其中搞不清的问题，有的问

老师，有的同学间相互讨论，有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

验，通过探究，学生共设计出了四种方案:

1． 用一个矿泉水瓶充满二氧化碳气体，然后

倒入一些水，观察瓶子的变化。
2． 取一个充满二氧化碳气体的集气瓶用双孔塞

塞住，一个充满水的胶头滴管插入双孔塞的一个孔

中，另一个孔中插入导气管并伸入一个盛有水的烧

杯中，然后挤压胶头滴管，观察烧杯中的水的变化。
3． 取一个充满二氧化碳的集气瓶迅速加入一

定量的水，然后用一片薄塑料片盖住瓶口，倒转，

观察薄塑料片没有掉下来。
4． 将装满二氧化碳试管倒置在水面上，看到

试管有个小水柱，说明试管内的二氧化碳有部分

溶于水中。
通过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学生运用自己的思

维方式，开放性地进行探究学习，不仅学习了实验

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让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

提高。在这样的活动中，每个学生都能体验探究

的过程，收获探究的快乐，既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意

识，又提高了学生探究、创新的能力。
四、提升能力，争做“小小讲师”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能力，在教学中开展

争做“我是小小讲师”的活动。主要是习题课和

讲评课上应用较多，八个小组每次各推选一名“小

讲师”，教师先给“小讲师”讲题，然后由“小讲师”举

一反三再给小组的同学讲练习，最后给每个成员积

分，看哪个小组获胜。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把知识

讲活，而且会灵活运用。讲题过程，不但让更多地学

生得到锻炼，而且在讲题时能更多地发现问题并及

时解决问题。学生对问题的疑惑，由于学习经历和

年龄特点的共性，交流更加顺畅、清楚，这样讲题的

学生能更清楚同学对问题的疑惑所在，讲解就会更

到位，更易于被接受。在小组的“小讲师”互讲比赛

活动中，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学习、交流的能力，更有

利于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活动中，学习差的学生自尊心得到保护，能够在同组

学生的帮助下认真学习，增强了他们的学习信心。
通过“小讲师”活动，营造了一种有利于学生进行互

助探讨学习的氛围，学生易于接受，学习热情高涨，

学习效率明显提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俗话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育有规律，

但没有哪一条规律适合于所有的学生。在教育飞

速发展的今天，教师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研究名师

的教学经验，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不断探索适合

学生的教学方法; 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不

断地总结，使课堂教学更优质、更高效，使学生素

质不断提高。 ( 收稿日期: 2018 － 0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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