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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学习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韩慧

新泰市宫里镇初级中学，271214

摘要：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逐渐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式学习能力，因为这一

能力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创新思维，所以教师应该充分发挥探究式学习的优势，以此来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学习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探究能

力和创新意识，促进初中化学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本文对探究式学习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价进行

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初中化学教师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进一步推动我国初中化学教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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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学习，教师应该积极

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以此来激发学生探究兴趣，进而

促进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有效掌握和应用。例如，在学习

“钠和钾”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如下问

题情境：“大家知道钠和钾这两种物质的主要用途吗？

如果将这两种物质混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为什

么？”然后向学生提出几个问题：“如果将钠和钾混合

在一起，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通过创设问题情境，

可以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进而激发学生探

究兴趣，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

首先，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因为

在探究式学习中，教师应该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有效

培养，进而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例如，在

学习“钠和钾”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

“如果将钠和钾混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其次，

教师应该注重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问题情境。因为多媒

体技术具有信息量大、动态效果好、展示直观、信息量

大等优势，所以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问题情境

来激发学生探究兴趣。例如：在学习“钠和钾”这一节

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以下两个

实验：1、钠和钾在空气中的反应；2和水在氧气中的反

应。

1.1 钠和钾在空气中的反应

最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动手进行实验，当钠和钾接

触到空气中时，钠与钾迅速反应产生氢气。通过向学生

展示该实验现象，可以使学生对钠和钾在空气中的反应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其次，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实验过

程进行分析和总结。因为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

学习，教师应该让学生通过实验探究过程来获取知识。

例如：在学习“钠和钾”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向学

生展示钠和钾混合后的现象，然后让学生根据该实验过

程来分析钠和钾混合后产生的气体属于什么性质，进而

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

1.2 水在氧气中的反应

通过实验，学生可以对水在氧气中的反应有一个较

为深刻的认识。最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探

究式学习活动中来。因为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

学习，可以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进而

使学生对化学知识产生更大的兴趣，进而使学生有效掌

握化学知识。例如，在学习“二氧化碳”这一节内容时，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如下实验：将一根

筷子插进盛有浓硫酸的试管中，然后用另一根筷子将浓

硫酸慢慢搅拌至溶解；然后，将试管放入盛有清水的烧

杯中，这时可以观察到烧杯中出现大量气泡。通过教师

的引导，可以使学生对二氧化碳的性质以及用途等有一

个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

1.3 创设问题情境，促进学生自主探究

例如，在学习“二氧化碳”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

以向学生提问：“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二氧化碳，

那么大家知道二氧化碳具有什么性质吗？”通过为学生

创设问题情境，可以使学生对化学知识产生更加深刻的

认识。

2.创设科学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初中化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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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因此，初中化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

课堂教学中，并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使学生真正

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开展初中化学教学时，应

该针对教学内容创设科学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如：在开展初中化学“燃烧与灭

火”这一内容教学时，教师可以创设这样一个问题情境：

“在炎热的夏天，如果在家中不小心将热水壶里的水烧

干了怎么办？请你运用所学到的化学知识进行探究。”

教师可以通过提问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参

与到课堂教学中来，然后让学生自主探究，并提出具体

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给学生讲解酒精灯、蜡烛和火

柴在燃烧时所产生的现象可以得出：酒精灯和火柴在燃

烧时产生的热量不是来自于空气中的氧气而是来自于

酒精中所含有的水蒸汽。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对这

三个知识点进行系统地复习和巩固。这样不仅可以使学

生更好地掌握课堂上所学到的化学知识，而且还能够进

一步提高初中化学教学质量。

2.1 要对探究式教学方法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

教学内容来设计课堂问题。

要想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发挥出探究式教学方法的

优势，就必须要对探究式教学方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并能够根据课堂教学内容来设计课堂问题，从而使学生

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比如：在开展初中化学“二

氧化碳的性质”这一内容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二氧

化碳可以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这一原理来设计课堂

问题，并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自主探究。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可以让学生将自己所学到的二氧化碳知识进行有

效地复习和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掌握二

氧化碳的相关知识，而且还能够通过对二氧化碳性质的

探究来促进自身对二氧化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开

展初中化学“燃烧与灭火”这一内容教学时，教师可以

给学生布置这样一个实验：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装上适

量的沙子和蜡烛，然后再往容器中倒入一杯水。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然后再引导

学生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燃烧时产

生的火焰是红色的。通过这个实验可以使学生充分地了

解到燃烧与灭火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通过对实验现象和

结论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当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放入适量

的沙子和蜡烛后再倒入一杯水时，容器中会产生红色火

焰。通过对这个实验进行分析和探究，就可以使学生更

加全面地掌握燃烧与灭火之间所存在的联系，从而促进

自身对化学知识的理解。

2.2 初中化学教师应该在课前对教学内容进行充

分的预习，然后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学生所学

知识进行深入的探究。

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探究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

进行自主思考，并提出问题，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问

题进行分析。比如：在学习“金属的化学性质”这一内

容时，教师可以通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来引导学生进行

探究：

（1）什么是金属？金属元素在自然界中分布在哪

些地方？它们都具有哪些基本物理性质？

（2）金属在自然界中的分布规律是怎样的？

（3）金属与酸反应时的现象是怎样的？反应后生

成物是否会发生变化？反应后的金属还能继续与酸作

用吗？

（4）如果想要改变金属的化学性质，教师可以采

取哪些方法？

通过以上问题的提出，让学生自主进行探究，使学

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深入思

考和探究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利用所学到的化学知识来解决实际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

兴趣，而且还能够使学生学以致用，运用所学到的化学

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2.3 初中化学教师应该注重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

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初中化学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该与学生进行

互动，并与学生进行交流。只有在课堂教学中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接受教师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理念。比如：在开展“二氧化硫的性质”这一内容

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进行交流互动：

“大家都知道二氧化硫是一种有毒气体，那么二氧化硫

的性质如何呢？”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该让学生积极

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并让学生进行归纳和总结。比如：

有的学生认为二氧化硫具有吸水的作用；有的学生认为

二氧化硫具有还原性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该鼓

励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和讨论。

3.提出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主

学习，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化学课堂教学中，引导学

生在课堂中积极提问，在提问的过程中使学生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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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这样可以使学生能够

对化学知识形成全面认识，从而有效提高其学习效率。

例如：在“硫的化合物”这一章节教学时，教师可以让

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由于在初

中化学教学中很多内容都是由化学实验构成的，所以在

学习这部分知识时学生很容易产生疑问，因此教师应该

充分利用好这一点，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引导

学生主动探究。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开始时对教材进

行简单的讲解，然后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思考，例如：

“如果将二氧化硫、氯气和水蒸气混合形成了硫酸、硝

酸和盐酸溶液后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呢？”接着教师就可

以让学生自己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和回答，这样不仅能

够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而且还可以锻炼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在讲授“二氧化硫”这

一章节内容时可以提问：“如果将二氧化硫和盐酸混合

形成的溶液叫什么名字？”接着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这

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然后再通过实验来证明二氧化

硫是酸雨的主要成分。在这里教师要充分发挥出自己的

引导作用，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使学生积极思考问题，而且还

能够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探究习惯。总之在初中化学教学

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引导作用，使其能够有效

调动起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

够使化学课堂教学质量得到提高。

4.实验探究，提高学生探究能力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学习，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学生进行实验探究，通过实验可以让学生获得更

加丰富的化学知识，所以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

的实验探究环境，使学生在实验探究中学习到更多的知

识，进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例如，在《燃

烧与灭火》这一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一次

关于“燃烧与灭火”的实验探究活动，因为在这一教学

内容中涉及到很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和现象，而且这些

现象对于学生来说都比较陌生。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自

行进行探究学习，通过探究来了解这些现象背后所蕴含

的化学原理和知识。例如，在学习《燃烧与灭火》这一

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设计一个“灭火”方案，

然后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开展关于“灭火”的实验探究活

动。如教师可以这样说：“同学们，在我们身边经常会

发生火灾，所以我们需要掌握一定的灭火知识。现在我

向大家介绍一个灭火方案……”教师组织学生对这一方

案进行分析和探究。首先教师让学生将灭火器放置在离

火源较近的位置进行灭火，然后再让学生将点燃的蜡烛

放入灭火器中进行灭火。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组织其他

同学对该方案进行分析和探讨。如当火柴点燃蜡烛之后，

是否会发生燃烧现象？为什么？通过讨论和分析教师

可以发现虽然火柴点燃蜡烛后不会发生燃烧现象，但是

在熄灭蜡烛时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并且燃烧过程中会释

放出大量的有毒气体和热量，所以该方案存在一定的危

险性。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将灭火器放在远离火源处

进行灭火。通过这个实验探究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化学知识，而且还能够让学生形成安全意识，

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综上所述，教师在初中

化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学习能够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和

效率。

5.结语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学习，不仅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

教师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该注重探究式学习方式的应

用，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

而且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另外，在初中化学教

学中应用探究式学习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推动我国初中化学教

学事业的发展。但是目前探究式学习在初中化学教学中

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教师应该结合自身教学经

验，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和策略，不断提高探究式学习在

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水平。在实践中教师还应该注重

对探究式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总之，探究式学习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应用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师应该积极探索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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