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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更多地是为了人的

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科学素养。本文以初中化学

复习课教学为例，从重构教材和有效建模两个方

面就“如何有效地组织初中化学复习”谈一谈笔

者的看法。
一、重构教材

从这些年化学中考的实际来看，“源于教材，

高于教材”是重要的命题思想，这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复习方向，那就是回到教材，重构教

材。
1． 研究复习的知识点

研究所要复习的知识与其他知识有着怎样的

联系，分别分布于教材中的什么位置，它们在教材

中有怎样的描述，配置了哪些习题等等，继而确定

重构的复习内容。
2． 分析学生的学情

在复习这部分内容前，最好要进行摸底性检

测，调查学生新授课学习情况以及现在残留的知

识和残留的印象有多少，通过学情的摸底，为复习

课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例如，“生石灰”相关的问题，笔者进行了摸

底，所有的学生都认识“生石灰”，知道它是“氧化

钙”的俗称，几乎所有的学生也能从物质类别角

度对其与氢氧化钙、碳酸钙进行区分，同时也能正

确写出化学式，但是对于如何检验，有相当一部分

学生懵了。如果要求学生从上述物质出发，提取

“含钙化合物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有困难的学生就更多了。说明学生对物质共同性

质的提取不够，知识间没有能够有效的串联。
笔者通过上述分析，对如何重构教材进行了

思考，确立了如下复习思路，并运用问题串重新组

织教材中的内容，带动相关知识的复习。具体的

教学环节如下。
PPT 展示“干燥剂包装”的几个说明和注意

事项，导入复习引导性问题。

问题 1: 通过干燥剂上的说明，你对生石灰有

怎样的认识?

待学生思考、交流后，趁热抛出一个实际的问

题。
问题 2: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生石灰来做干燥

剂?

这个问题在教材中就有答案，通过问题将学

生的复习活动引向教材的重新阅读。接着抛出解

决实际问题的问题。
问题 3: 老师这里有一包干燥剂，大家想一想

这包干燥剂是否仍有效? 如果有效，我们又该如

何检验其确实有效?

问题 3 的出发点在哪里? 学生新授课学习和

平时的练习中做过教材中生石灰与水反应放热这

个问题，通过问题 3 提取该记忆表象，同时一个新

的问题自然生成。
问题 4: 检验时，加多少水呢?

借助于这个问题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

和交流。在认同了“少量”的基础上，要求学生以

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验证。
学生实验: 引导学生取少量干燥剂样品置于

烧杯之中，接着滴入少量的水，然后用手触摸。
设计意图: 学生在问题的引领下带动了对课

本知识的复习，同时生成了探究欲望，在经历了实

验探究以后，学生对知识的印象会变得更为深刻，

促进了知识的内化和二次建构。
学生完成实验，有效复习了生石灰的性质，再

识了生石灰与水的反应现象后，新的问题可以继

续延展。
问题 5: 干燥剂中除了生石灰外，还有没有其

他物质，如何检验?

这个问题将学生的思维再一次引向了实验探

究，放手让学生自己设计，笔者巡视后，发现学生

可以自主设计如下两组操作。
设计 1(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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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操作
现象和

结论
涉及的化
学方程式

取少量样品于烧杯中，加入少量水，
用手触烧杯外壁。
取少量样品于烧杯中，加入无色酚
酞。
取少量样品于烧杯中，加入足量稀
盐酸。

设计 2( 见表 2) :
表 2

操作
现象和

结论
涉及的化
学方程式

取少量样品于烧杯中，加入少量水，
用手触烧杯外壁。
向上述烧杯中加入大量水，过滤向
滤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向滤渣中
加入足量稀盐酸。

在学生设计后，笔者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最终

小组展示自己的探究成果和疑问，针对学生的成果

和疑问，加以强调，并引导学生继续深入讨论。
学生疑问 1: 加水过滤后，得到滤渣白色固

体，这里的白色固体一定就是碳酸钙吗? 有没有

其他可能?

学生疑问 2: 从氧化钙与水的反应来看，如果干

燥剂中存在氧化钙，那么我们采用加水的方式，无法

检验其中是否含有氢氧化钙，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两个疑问的提出说明了学生实验的认真程

度，同时也让学生的思维更为严谨了，解决问题的

方向也就转向了“水量控制”和“定量实验”两个

方向。
为了将学生复习到的知识用到实际生活问题

的解决中，笔者最后又设计了一个生活性问题。
问题 6: 通过今天的复习和课本阅读，大家思

考一个问题，我们在生活中通常会把干燥剂继续

放在打开包装的食品中，这种做法对吗? 请说明

理由?

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进一步深化了化学知

识的理解，还服务了生活，激发了学生学习化学的

价值感。
二、有效建模

化学知识多、杂，刷题、题海战术必定将学生

带入疲劳之地，低效高耗。笔者认为除了要和学

生一起回顾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实现知识的重构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引导学生有效建模，

建模的过程是引导学生将复杂问题、实际问题去

非本质化的过程，旨在提高学生解决化学问题的

能力。例如，笔者在和学生一起复习“表格型守

恒专题”时，引导学生从“守恒思想”出发进行建

模，具体方法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 1) 反应前

后物质总质量不变，根据总质量守恒将待测数据

计算出来; ( 2) 分析反应前后质量变化情况，对反

应物和生成物进行判断; ( 3) 从元素守恒出发，对

物质的组成情况进行判断。复习的过程中为了更

为显性化，除了引导学生自己画表格进行建模外，

笔者还在建立表格模型的基础上将其转化，变式

为“柱状图”(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再如，“工业流程图题”近几年在试卷中较为

常见，笔者在复习中也和学生一起总结，建立解

“工业流程图题”的模型。
( 1) 关注“箭头”: 箭头往往与反应物、生成物

相联系，进入的是反应物，出去的是生成物( 而对

于工业生产而言，又往往是不纯的，包括主产物和

副产物) ，通过多个工业流程题总结各个工业流

程图题中“箭头的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2

( 2) 关注流程“三线”和“核心”: 如图 3 所示。

图 3

总之，复习的过程应该立足于学生认知发展

的特点，注重科学素养和解题能力的多重提升。
( 收稿日期: 2016 － 05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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