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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初中化学教学创新系列研究与实践 ①

旷湘平
（湘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湘乡４１１４００）

摘　要：结合县域内初中化学教学实际，开展了６个课题、长达１８年的初中化学创新教学系列研究与实践。取得了
化学教学模式创新、化学教学策略创新、农村中学化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创新以及化学教学评价的创新等系列研究成果。

在县域内全面落实了以实验为基础的化学教学，促进了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也为基层教研工作的发展和转

型提供了新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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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末，我市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重知识轻实验、重传承轻创新弊端，满堂灌、全堂练、

画实验、背实验，忽视实验教学价值，忽视化学教学价值的现象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在

教师和家长中普遍存在重知识传承的教学价值观，以知识掌握与否的标准评价教学，评价学生；二是我

市一部分初中化学教师不太熟悉化学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三是大部分化学教师不能从“育人”与“发

展人”的层面去认识化学教育的价值。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县级人民政府，作为市（县）级教研部门

有责任和义务改变这一状况，为此，我们在辖区内组织初中化学教师开展大讨论：什么是化学？初中生

为什么要学化学？学什么样的化学？怎样学化学？学好了化学的学生应该有怎样的表现？等等。在此

基础上，开展初中化学教学创新系列研究与实践，试图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

研能力，从“育人”与“发展人”角度全面推进化学学科素质教育，构建初中化学教学创新体系，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２　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组织全市初中化学教师，以６个教育科学课题研究为途径，开展了长达１８

年的初中化学创新教学研究与实践。

２．１　探索阶段（开展初中化学创新教育研究与实施１９９８．８—２００４．８）
一是承担了湖南省重点课题“中小学创新教育研究”的子课题———“初中化学创造性教学模式实验

研究”，系统地研究初中化学创新教学的内容与教学方法，实施创造性的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创新精神，通过教学模式推行初中化学教学创新。

二是在全市１６所初中开展实验研究。定期举办全市性教学模式构建研讨会、开展运用创造性教学
模式的教学竞赛、召开创新教学研讨会，编印创新教育内部刊物，组织初中化学教师外出学习考察等，学

习宣传、推广应用创新教学研究成果。

２．２　推进阶段（开展初中新课程改革研究与实施２００４．８—２００９．７）
通过省、市重点课题“湘乡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研究”和“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化学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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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优化、推广初中化学教学模式体系，在全市６８所初中全面构建、推进初中化学教学策略创新。
每年举办初中化学教学研讨会、创新教学策略运用竞赛，举办初中化学教师高级研修班，承办湘潭

市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竞赛、湖南省初中化学新课程优质课评比等活动，让初中化学教师全方位参加学习

与培训，以化学学科的价值为取向，突出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式，以教学策略的推广，全面深化初

中化学教学创新。

２．３　深化阶段（开展农村中学化学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开展初中化学教学模式、策略的深化研究，全面优化初中化学教学策略体系。

通过中国教育学会重点课题“农村中学化学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研究”的开展，编制了初中化学校

本课程纲要，开发校本化学课程创新体系，重点解决化学教材与学生生活实际不相适应的问题。

２．４　完善阶段（初中化学教学评价探索２０１２．８—２０１６．８）
开展实验教学检查、实验创新大赛和实验教学竞赛，研制新的化学实验考查评价标准，重新开展初

中化学实验能力测试。通过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ＰＩＳＡ评价理念下的初中化学教学策
略与评价的研究”，构建基于学生科学素养发展的教学测评体系。开展“初中学生学能测试研究”，探索

初中生化学学习能力评价体系。

３　成果的主要内容

图１　初中化学创造性教学基本模式

３．１　构建了基于“问题—探究—创新”的初中化学教学模式创新体系
通过实践与研究，构建了以问

题为中心，以“实验”“讨论”“自

学”为途径，以培养学生创新素质

为目的的创造性教学基本模式（如

图１）。
根据化学教学内容的不同，衍

生了“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构成

的奥秘”等５个系列的子模式。每
个子教学模式都以“问题”为中心，

以“问题—探究—创新”为基本环节。“问题”就是教师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提出

问题，旨在培养学生的探究欲望、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探究”，就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自主开展探究

活动，或进行讨论、交流或自学，寻找证据，再运用证据分析问题、解释现象，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创

新”就是学生对问题的解答进行检验、评价，将知识进行迁移、拓展和运用，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３．２　构建了基于培养科学素养为宗旨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创新体系
课堂教学改革是以教学策略的构建、实施为基础的。初中化学课程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我们认为，化学学科的科学素养主要包括化学核心知识、化学基本观念、化学思维方法、科学态度与责任

等多个核心要素［１］，它们之间有如下关系（如图２）：

图２　初中化学学科科学素养结构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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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构建化学学科核心观念，培养学生化学思维，开展科学探究活动等方面来构建初中化学教学

创新策略体系。

策略一，凸显化学思想教学的创新。化学教育不仅要让学生获得系统的化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

生树立化学学科观念，掌握认识化学的科学方法，理解化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化学教师在教学

中应该自觉将化学观念、思想和方法贯穿于整个化学教学过程中，如“微观思想”“物质不灭思想”“结构

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的思想”和“化学反应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落实科学素养的培养。

策略二，突出化学思维培养的创新。化学思维是解决化学问题能力的核心。启蒙的化学思维要注

重建立微观思想。微观结构决定了宏观物质的性质，宏观物质的性质归咎于微观结构。在化学教学中

教师想办法让学生建立物质的微观模型，培养学生的微观思维能力。如在酸的教学中，先通过化学实验

认识酸的化学性质，然后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助学生认识酸的共性，再运用微观动画展示它们电离

时都产生了氢离子（Ｈ＋），这样将宏观、微观与符号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思维，深入理解
Ｈ＋这一化学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建立起宏观、微观和符号间的内在联系。加深学生对微观世界以及化
学反应实质的理解。

策略三，加强化学实验教学的创新。化学实验教学的创新，要注重实验与思维的结合。根据教学内

容挖掘每个实验的价值，突出其探究功能。如在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碳酸的实验教学中，通过向盛满

二氧化碳的塑料瓶中加入水，使塑料瓶变瘪的问题为线索，以探究实验为载体，展开思维的全过程，使实

验与思维有机结合，层层递进，使学生始终处于不断探索的情境之中。实验过程中学生动眼、动口、动

手、动脑。这样，化学实验也就实现了应有的价值。

策略四，体现学习方式转变的创新。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为了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应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开展科学探究。探究，就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在问题

解决过程中须合作与交流，学生合作的意识、态度和方法也就得到了加强。在教学中将陈述性知识转化

为程序性知识或策略性知识进行教学，即将“是什么”转变为“为什么”与“怎么办”来进行教学，使学习

活动始终处于自主、合作、探究之中，也是较常用的策略之一。

策略五，突出生活实际联系的创新。化学教学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化学的

学习兴趣，使学生感到化学就在身边，身边无处不化学。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在理解化学知识的基础上，

能够清楚所学的知识能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提升对化学的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如选取日常生活和社会

中的化学现象作为化学教学的素材，对于学生观察、解释、运用身边的化学现象，更好地学以致用，具有

重要的作用。

３．３　构建了基于农村学生生活实际的初中化学校本课程创新体系
校本课程的开发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市农村地域广、城乡条件差别大等特点，开发

本地资源，构建了我市农村中学化学校本课程创新体系［２］。

在开发过程中，特别重视与农村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充分体现化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

用学生熟悉的事物和现象，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同时，注重学校实验室和农

村本地的实验材料在化学实验探究活动中的运用。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湘乡市农村中学化学校本课程纲要》，然后各个学校根据纲要、本校

课程资源特点以及学生实际选择二至三个主题进行课程开发。如结合本地特产或附近工矿企业为依托

开发校本课程。有水泥生产的调查与研究、纯碱的生产与应用研究、皮革的加工生产、锰矿的开发与环

境、大棚中二氧化碳的探究等。每个主题都是由教师提供阅读材料、数据资料、典型案例等信息，作为研

究的起点和载体，然后进行活动体验。如龙洞中学利用学生对皮革的加工很熟悉的条件，组织学生，调

查研究皮革的加工与生产。

在各个学校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基础上，归纳整理了１４个优秀课例在全市推广，每个学校根据
实际选择２～３个课例实施。农村中学化学校本课程创新体系的构建，拓展了初中化学的教学内容，为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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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构建了基于初中学生科学素养发展的评价创新体系
我们从下列两个方面开展教学评价的创新。一是开展实验教学创新评价。将现行教材中的实验按

照教学内容、化学教学价值、操作技能要求等分类，编制了《湘乡市初中化学实验星级要求》，针对实验

价值的不同，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对四星、五星级实验，要求教师要对其教学价值作出分析，教学到

位；对必做分组实验提出实验操作考查要求。使初中学生在化学知识、化学思维、化学操作技能上达到

教学要求的水平。二是运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ＰＩＳＡ）评价理念，研制了《基于初中化学学习与生活能
力的标准体系》［３］。首先，将现行初中化学教材“涉及实际的典型化学问题”和“涉及未来生活典型化学

问题”进行了梳理：如典型化学问题中有化学与环境、化学与生产、化学与能源材料等，涉及未来生活典

型化学问题中有ＰＭ２．５、光化学污染、地下水的污染及修复等。然后，按照情境、知识、能力、态度四个维
度进行初中化学试题设计。如设计学生暑假去拉萨旅游，通过在旅游过程中看到的现象进行化学分析，

等等。把情境的设置作为运用知识、发挥能力、表明态度的舞台。评价创新体系体现了多维度、真问题、

重能力的评价理念。

４　效果与反思
４．１　全面落实了以实验为基础的化学教学

本系列研究系统解决了长期困扰初中化学教师想解决而没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市域内，新的化

学教学思想和观念得到了全面落实。即初中化学教学应以化学实验为基础，以化学观念为主线，以化学

方法为核心，以化学思维为重点，以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同时，要注重问题情境的创设，把“问

题”作为教学的中心，“探究”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实验可以引入“问题”，可以作为“探究”的手

段，作为获取证据的途径。全市化学实验教学得到加强，化学实验开设率及实验考查效果大幅提高。

４．２　促进了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
本系列研究采用教研与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带动了市域内化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先后有２８个子课

题组１００多人（次）参加课题研究，并拓展到市域外的学校及高中学校。有８个子课题组成果获湘潭、
湘乡基础教育成果奖。有６０余篇初中化学教学创新系列论文先后在《化学教学》等刊物上发表或在省
级论文评比中获奖；有１０多位老师在省地课堂教学竞赛中获奖；有２０余位化学老师获各级人民政府的
奖励。学生的创新素质与实践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学生的中考化学成绩、参加初中化学竞赛以及全

省中学生创新大赛都取得了好的成绩。湘乡市高中化学学考综合排名等都处于全省前列。

４．３　为基层教研工作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新的范本
本系列研究：一是体现当前基层教研工作的工作重点。当前基层教研工作重点是教学育人研究、课

程与实施研究、教学实践研究与考试评价研究。本研究全方位体现了这一要求在初中化学教研中的落

实。二是体现基层教研工作的发展方向。当前基层教研工作的工作方式由应急型教研向教研、科研相

结合的主题型教研转变。在长达１８年的系列研究中，都是在问题中产生研究，在研究中产生问题，随着
一个个问题的解决，研究越来越深化，体系越来越完善，最后形成了研究系列。这应是基层教研工作主

题型教研的思路。三是体现了基层教研工作者对事业的敬仰和奉献！基层教研工作是长期的、持续的

和不断深入的工作，基层教研工作者要长期坚持做好研究、指导和服务，需要对事业的敬仰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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