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化学教学反思(优秀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一

通过几年的新课程教学实践，对我的触动非常深，可以说是
脱胎换骨。新的化学课程倡导以科学探究为课改的突破口，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获得知
识和技能的过程。学会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
形成科学价值观的过程。基于这一理念，我在教学中，从教
师的角色、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中去反思。

在过去的教学行为中：老师教、学生学；老师说、学生听；
老师问、学生答；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其表现是学
生为教师服务，而不是教师为学生服务。教师成为传声器，
学生成为容器。而现在的课堂教学，教师扮演的是综合角色。
也就是说，在学生学习的时候，教师可以以不同的角色出现。
当学生遇到难题时，你就应该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是一个
引导者；，因此要转变观念。我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上台讲，
当学生出现错误或回答问题的学生闹笑话，其他学生会有反
应，这时教师的首席地位就体现出来。我的做法是决不训斥，
或打断学生回答问题，而是用目光、语言给以勇气、思维方
面的肯定，用心进行交流，然后再予以纠正。不能作为教师
居高临下的训斥、命令学生，严重压抑和束缚了学生的创新
能力的发展，应该“蹲下身”去与学生平等对话，与学生进
行心灵沟通，作学生的良师益友。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在教学方法上，我抛弃原



先那种教师讲实验，学生听实验，教师画实验学生背实验的
做法。对新教材的实验认真专研，调动学生的探究积极性，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探究兴趣。美国有这样一句谚语：“告诉
我，我会忘记，做给我看，我会记得，让我亲做，我才懂得。
”这充分说明亲自体验在学习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演
示实验中要改变原来的教师做，学生看的模式，而让学生配
合演示或直接由学生演示，同时提出有关问题让学生真正参
与进来，使他们成为教育的主体，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使
他们成为独立的、自主的、创造的主体。例如，在讲授实验
室制取二氧化碳气体时，所用的药品是稀盐酸和大理石，而
学生根据前面内容已经知道碳酸钠与稀硫酸也能反应产生二
氧化碳，这必然会使学生头脑中产生疑问：为什么实验室制
取二氧化碳气体只用稀盐酸和大理石，而不用稀硫酸和大理
石或碳酸钠呢？若教师直接介绍制取二氧化碳的药品，这便
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为此，我设计了如下的探索性
实验：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别做大理石与稀盐酸、大理
石与稀硫酸、碳酸钠与稀盐酸反应的实验，引导他们观察产
生气泡的快慢、多少，然后让学生交流讨论：实验室制二氧
化碳应选择什么药品最好？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实验室制二
氧化碳的药品而且也明白了不用其它药品的原因。这样对激
活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很大
帮助。

在课堂上，我现在更多的为学生着想，把课堂还给学生。这
样的课堂充满了活力，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思维
活跃，情理交融，师生互动，兴趣盎然。在新课程的课堂中
学生比原来有更多的课程改革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
为学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我认为，凡是学生能够探
索出来的，教师绝不替代，凡是学生能够独立发现的绝不暗
示，让学生从生活、活动、思索、合作交流中学习；尽可能
多给一点思考的时间，多给一点活动的空间，多给学生一点
表现自己的机会，让学生多一点创造的信心，多一点成功的
体验、自由和权利，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些自由和
权利大大地释放了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学生也因此变得活泼、敏捷和富有
朝气。例如，在讲常见的盐这节课后，我给学生出了这样一
道题：你如何利用家中现有的条件来区分厨房中的食盐和碱面
（碳酸钠）？让同学们想办法比一比谁的方法多。同学们讨
论的热情简直太高了，有的说加食醋看是否有气泡，有的说
尝味道，有的说加水溶解看温度变化，还有的说可以比较二
者的去污能力。。。。。。听着学生的回答和争论，我心理
由衷的高兴。这样的课堂就是学生的课堂，这样的课堂就是
全面发展学生的课堂。的确，教师要授之以渔，要有效促进
学生发展的学习和自主学习，做学习的主人。这是由教师的
教向学生的学的转变带来的最大收获和体验。所以我深深地
感到，教师应该要想尽一切办法，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以及
一些为人处事的经验把教师最阳光的一面无私的奉献给学生，
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生活的快乐，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促进学生个性和谐的发展。

总之，新课程改革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我大胆参与
课改，研究教法、学法，开放课堂，学生参与，师生互动，
活跃课堂，认真反思，不断总结提高自身的教学教研水平，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使自己由经验型的教书匠
逐渐向专家型的新教师迈进！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1中教材直接通过学生观察“用大针筒把空气压入石灰水
中，发觉石灰水变混浊（速度慢）”来得出结论：空气中含
有二氧化碳。而学生尚未有“二氧化碳能使橙清石灰水变混
浊”的“前知识”，因此仅仅通过这一实验就想得出这一结
论势必有些困难。因此我在作这个实验之前，先作好铺垫：
取三支试管，辨别倒入橙清石灰水，然后让学生用吸管在其
中的一支试管中吹气，发现橙清石灰水变混浊，学生很快就
明白了是吹入的二氧化碳使橙清石灰水变混浊了，在了解了
二氧化碳的这一性质之后，再在第二支试管中用大针筒压进
空气，发现橙清石灰水也变混浊了（由于效果没有是很明显，



改良方法——将其置于黑色背景下），但速度较慢，通过比
拟，学生很容易得出“空气中含有二氧化碳，而且含量较
少”。

活动3是通过无水硫酸铜来检验空气中水蒸气的具有，考虑到
无水硫酸铜由红色变为蓝色的即时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这一
实验需要教师在课前一天作好准备——将无水硫酸铜敞口放
在空气中。

其中验证空气中存在水蒸气的实验中书本上用的是让无水硫
酸铜由白色变为蓝色，
通(you2bai2se4bian4wei4lan2se4_tong1)过颜色的改动来
证实空气中水蒸气的存在。虽然用了冰快来增强空气中水蒸
气液化为水的几率，但是仍需要较多的时间才干到达效果，
在课堂上是很难达到鲜明的实验效果。而且在上课的这两天
天气一直都是阴雨天，实验药品（无水硫酸铜）自身就呈现
为淡蓝色，我们只有通过加热使其变成白色的反证来说明空
气中含有水蒸气。后来听了外国语老师的课，我觉得把上一
章的实验（测定硫酸铜晶体中的结晶水的含量）结束后的实
验药品彩腔回收，而是让学生带回家，不密封保管，等现在
来上这节课时再把药品搌示进去就能观察到良好的实验效果。
把课堂上演示实验变成每个学生的家庭实验，而且还不需要
学生作过多的工作，而能达到更好的实验效果，值得借鉴。

无机化工

二、逆向思维解决问题

用“瓶子里还有气体吗？还有几？”的问题翻开学生的思维，
通过逆向思维解决消耗气体氧气的含量为约1/5，并且用燃着
的木条伸入赊的集气瓶中，米条熄灭，又一次直观的得出氮
气的性质：不助燃也不支持燃烧。

三、注重生成激发思考



一、充沛挖掘引入实验

前逆空瓶不空的引入实验，事实上这个引入以前上课也有用
过，在证明空气的存在的实验中，设计这样的实验：把空塑
料瓶的空气在水（加红墨水）中挤出来，并观察到松手后，
塑料瓶中出现水柱。这个实验既证明了空气的存在，温习了
大气压强的存在，并为后面的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的实验
中水从烧杯挤入集气瓶中的实验现象的原理剖析作一个知识
的铺垫。

而且让学生能自己理解倒吸多少体积的水，说明减少了多少
体积的气体，轻松解决实验中难点的现象解释，有点遗憾的
是，他没有多问一句：为什么会倒吸呢？如果此时让学生自
己去讨论原因，学生能很好的用气压解释，能很有效的指导
下面检验氧气多少的实验设计。

在实验的过程中放入的红磷是过量的，从红磷的剩余与火焰
的熄灭可以证明剩余的气体是不能燃烧也不支持燃烧的，但
是如果在这个实验过后，再用扑灭的木条置于集气瓶的瓶口，
观察到火焰的熄灭则可以更加直观的再次证明剩余的气体的
性质。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三

九年级是化学基础教育的启蒙阶段，讲故事———讲与化学
相关的故事———已成为化学课堂吸引学生注意，提高学生
兴趣的重要方式，也是让学生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水
的净化”教学以故事为线索，着重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建
构真实课堂。在教学片段点评的基础上，就故事在课堂教学
中的应用从设计教学境脉、构建“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微
视频的使用等方面进行反思。

：:故事教学;初中化学;反思;水的净化



九年级是化学基础教育的启蒙阶段，是“为学生的发展奠定
必要的基础”的重要阶段，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化学思维、将学生引入化学殿堂的重要阶段。然而，一方
面由于长期应试教育模式的传统习惯，教师往往片面强调化
学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由于应对升学考试的需求，
知识内容的掌握依然是课堂教学中主要的目标追求。教师为
了实现大容量、高效的课堂，有意割裂了化学与生活的密切
联系，使得学生被束缚在抽象的符号世界中。这样的课堂教
学使学生对化学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自信，畏难情绪日
益滋生。因此，我们教学中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化学世界与
生活世界的融通，体现化学的学科价值，从而唤起学生学习
的兴趣。我们尝试在“水的净化”一课的教学设计中引用了
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风靡全球的真人秀节目“荒野求
生”。本文在教学片段点评的基础上，就故事在课堂教学中
的运用进行反思。

本节课的教学流程见图1。我们试图打破新授课的常规模式，
充分挖掘贝尔格里尔斯(下称“贝尔”)“荒野求生”的视频
资源，精心设计情境。围绕水的净化，组织了贝尔野外生存
中净水的几个微视频素材，将教师的主导意识(问题线)和学
生的认知途径(活动线)巧妙地串联起来，一方面，联系学生
的生活经验，把课堂由课内向课外延伸，把学生由课本知识
引向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创设系
列“水”的问题情境，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探究活动，在活动
中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健康的`生活观念，感受化学对改善
个人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增强学生对自然和社
会的责任感;同时，通过合理地选择净水方法，理解水的不同
需要，让学生养成正确的资源开发意识与科学耗能观念，提
升核心素养。

3．1片段一:新课导入

师:今天，我和大家来一次说走就走的野外旅行，学习一种野
外求生的基本技能———水的净化。有请我们今天的野外旅



行向导。播放微视频1:(写实电视节目《荒野求生》的片头)
一组蒙太奇镜头展现野外生存第一人———英国探险家贝尔
格里尔斯在沙漠、沼泽、森林、峡谷等危险的野外境地施展
野外生存绝技的画面。师:下面让我们跟随贝尔去寻找水源并
获得饮用水。播放微视频2:(《荒野求生》片段)贝尔蹲在山
涧旁捧起溪水:“因为现在正值雨季，有很多水从山上流下，
你可以看到水很浑浊，里面有很多沙子，还有很多淤
泥……”。师:从山上流下的这杯泥沙水，一般情况下可以直
接饮用吗?生:不能。师:让我们与贝尔一起来想想办法吧!点
评:《荒野求生》是中学生喜闻乐见的一档节目，用其作为课
堂教学引入，新奇感、震撼力都相当惊人。水是野外生存必
需的基本保障，因此情境引入也与教学内容高度地契合。这
样创设情境，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出发，激发学生兴趣、引
发思考。

3．2片段二:除去水中的难溶性杂质

3．2．1明矾净水———吸附沉淀法师:静置一段时间的泥沙
水，是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澄清呢?以前，在没有自来水
的农村，暴雨过后的河水很浑浊，而人们又急需饮用水，怎
么办呢?播放微视频3:(《荒野求生》片段)水缸内盛有浑浊的
河水，村民用一块明矾在水缸内壁摩擦几圈，水中形成胶状
物，再把干净长木棍放入其中沿一个方向搅动几下，水逐渐
变得清澈透底。师:搅拌时，在水中看到了什么?生:胶状物。
师:这种胶状物就是明矾溶到水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吸附功能的
物质，它吸附了水中小颗粒，使其形成大颗粒而沉降，这种
净水方法称为吸附沉降。

3．2．2过滤分离法师:刚才我们通过沉降的方法将浑浊的泥
沙水进行了净化，那贝尔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净化的呢?播放
微视频4:(《荒野求生》片段)贝尔使用帆布包内袋制作过滤
装置除去水中的泥沙。师:贝尔是怎么净化的?生:过滤。师:
他用什么过滤的?生:布袋。师:布袋的作用是什么?生:分离泥
沙与水。生:过滤是将不溶于液体的固体物质与液体分离的一



种方法。师:日常生活中的过滤器有哪些?生:筛子、渔网、纱
布、茶叶漏、漏勺、淘娄等等。点评:在明矾净水的教学中，
视频使用别出心裁，可以直接明了地让学生了解明矾净水的
全过程，能够清楚地比较明矾净水前后的差异，效果显著。
过滤是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教者通过贝尔用布袋净水视频
引出过滤概念，从而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过滤操作。

3．3片段三:除去水中的色素、气味等可溶性杂质———活性
炭吸附法

师:(展示过滤的水)过滤只能除去不溶性杂质，而颜色、气味
却没有除去，为什么?生:它们含有的都是可溶的物质。师:贝
尔在野外生存时，也经常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
如何处理的?播放微视频5:(《荒野求生》片段)贝尔将烤焦的
木片敲碎，放入水中。师:颜色和气味真的能除去吗?教师演
示实验:学生参与演示实验，将有颜色、有气味的水倒入事先
准备的装有黑色物质的注射器中，并将水挤压到小烧杯内。
师:(学生代表)观察处理过的水的颜色、闻一闻它的气味。
生: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了。师:注射器中预先放的是黑色的
木炭。木炭疏松多孔，表面积大，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常
用来除去色素和异味等。而防毒面具、净水器中用的则是吸
附效果更好的活性炭。投影:电子显微镜下活性炭内部细微密
集的孔隙结构。点评:教师通过视频“贝尔利用木炭去除颜
色”引入吸附净水法，继而利用注射器设计了一套简易活性
炭净水装置，具有现象明显、便于控制、时间短等优点。

3．4片段四:海水的淡化———蒸馏法

师:前面，贝尔为我们找到的都是淡水，如果野外生存是在一
个孤僻的海岛上，又如何得到饮用的淡水呢?生:蒸发海水、
雨水、露水……。师:我们来看贝尔是怎么做的。播放微视
频6:(《荒野求生》片段)贝尔模仿大自然造雨的方法得到淡
水。师:贝尔得到淡水的过程中运用了什么原理?生:学生叙述，
得出蒸馏的原理。师:你还有什么方法得到淡水?视频中贝尔



的蒸馏器是仿造什么来制作的?生:大自然造雨。点评:实验室
的蒸馏操作在实际生活生产中用的很少，更很少演示，教师
还是通过视频展示贝尔得到淡水方法，让学生从中感悟蒸馏
的原理。

著名作家王开岭曾经指出，故事是吸引受众、传递价值理念
唯一有效方式。中央电视台的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每
件美食都与人物的故事结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化
学的课堂一定也是充满着故事的课堂，每个知识的起源与发
现背后都有一段绮丽、美妙的故事;每个知识的应用也会产生
吸引学生的故事，因此每个教师都应是位讲故事的高手。

4．1运用故事设计教学境脉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情境在学生的认知发展中发挥着巨
大作用，是儿童认知与发展的重要源泉，学习高度依赖于产
生它的情境。而所谓情境学习，即指在所学知识的真实的、
应用的环境中，通过目标定向的活动而进行的学习［1］。化
学课堂中表现为“将化学问题或事实镶嵌在一种模仿或真实
的环境中，呈现给学生，能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习
者寻求问题解决，以达到认知和谐”［2］。这种“教师有目
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
具体的化学场景”，并利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联接教学内
容，称之为教学境脉［3］。千百年来，在这奇妙的世界上酿
出的与化学知识相关的故事，真是浩如烟海，教师可以利用
这些故事创设教学境脉，并贯穿教学的整个过程，形成具有
驱动性的问题系列。本节课即以“贝尔野外求生”的活动故
事为境脉，以获取干净的饮用水为目标，不断地产生问题驱
动学生基于已知的经验去思考、去学习，从而串联起水的一
系列净化方法教学。这种教学设计将学生的学习与故事的进
程交织起来，学生的情感融入了事件发展的进程。学生跟随
着事件的发展，体会着化学的至真、至善、至美。这种浸润
式的教育方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改变着
学生的观念，从而落实了知识的教育价值［4］。



4．2利用故事为学生构建“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具体的情境是在该社会中活生生地进行活
动的实践过程［5］。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l迪芬克明确提
出了“教学应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的教学观，并
从结果层面强调学习对学生的“影响”和学习所引起的学生的
“变化”、以及“影响和变化”是对学生融入社会的终身受
益的价值［6］。讲故事———讲与化学相关的故事———已
成为化学课堂吸引学生注意、提高学生兴趣的重要方式，也
是让学生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为了能让故事有效服务于
教学，教师也必须会编故事。而营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的教学故事可以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和生产中选取学生熟悉的
素材，截取学生“曾经经历”、“正在经历”、“必将经
历”三种情况，谁都曾年少过———“曾经经历的生活”帮
助学生审视化学在其中的存在;成长的烦恼———“正在经历
的生活”引导学生利用化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即将长
大———“必将经历的生活”则引领学生成长的品质、体现
学习的发展价值，实现课程目标的要求“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生存，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7］。另一方面，化学史
也是教师组织教学情境的重要资源，化学知识发展的历史故
事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本节课把水
的净化知识与贝尔的野外生存故事相联系，将化学知识还原
到生活的应用中。故事从寻找水源开始，展开的除去悬浮物、
吸附气味与颜色、杀菌消毒、海水淡化等一系列过程真实而
自然，让每一个知识内容都鲜活起来，消除了书本知识
的“惰性”，同时也帮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情境中建构
了净化水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故事，将学生的学习由浅显引
向深度，随意而独具匠心、平常而高于生活，为学生构建了
一次“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4．3微视频是开展故事教学的有效方式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多种具有强大编辑功能的教学软
件的开发，使得微视频故事在化学课堂中广泛地应用成为趋



势。我们可以从电视、电影、动画片等视频资料中获得所需
要的素材，当然，故事情境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更是构成
组织课堂教学的线索。另外，这些视频都不会自然符合教学
的要求，这就需要教师将视频素材进行精心的剪辑，并充分
利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多种形式的组合，从而形成与教学内容
契合的故事链。故事微视频在课堂上不仅可引导学生的学习
进程，而且会适时地为学生提供“支架式”的帮助，从而使
学生实现情感、知识、方法的有意义的建构。贝尔的《荒野
求生》只是一档真人秀节目，其中情节芜杂，不可能直接运
用于课堂教学，因此笔者依据教学设计思路和九年级学生心
理，兼顾故事的娱乐性和知识性，同时侧重于知识性要求，
截取了走进野外、寻找水源、过滤泥沙、吸附颜色、海岛用
水等五小段视频，并补充了一段自我录制的明矾净水的视频，
然后合理地编辑，前后串联，将故事线、知识线、活动线、
价值线等线索暗藏其中，使剪辑后各个看似孤立的六个场景
都能密切相关并服务于水的净化主题，以达到高度的概括和
集中，也取得显著的效果。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四

反思有以下几点：

备课是教师课前所作的准备工作。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计
划的活动，它既有明确的意义又有大致的范围，因此上课前
教师(尤其对新教师而言)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通过认
真备课来了解教学大纲、熟悉教材、收集和组织材料，更应
从备课活动中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减少教学时的不确定
感，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就会显著提高。

在我第一年的教学中，我更多的是从教材、教参出发来进行
备课，很少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教学中时常出现这
样的情况：当我自认为讲解分析清楚的时候，学生却不知所
云、鸦雀无声;当我自认为内容简单、不必强调时，学生却常
在此出现错误;当我自认为学生在考试中能取得较好成绩的时



候，学生的成绩却让我惨不忍睹。另外，我校在初三年级实
行了分层教学，将学生分成快、慢班两部分。但在第一年的
教学中我错误地认为化学学科在初三年级是起始科目、任何
学生都没有基础;因此对快、慢班的学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教学上也采用了相同的进度。这样一来逐渐磨灭了后进生的
学习积极性，让本已学习习惯、行为习惯较差的他们对新学
科的学习更加失去了兴趣。

经过反思，我在第二年的教学中加以改进，备课环节更注
重“备学生”。我发现我们的学生缺乏主动思考问题的能力，
更缺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更多的是寄希望于
老师直接的讲解。这一点与正在实施的“二期课改”中对学
生能力培养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要让学生能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就得先让他们学会主动思考问题。因此在教学中我的
陈述更少了、提问更多了，学生思考与回答问题的.机会也就
越多了。让学生在不经意中树立这种观念——想知道为什么，
不能再坐等老师的讲解，自己要先行思考。对于后进生，我
将教学要求适当降低、教学进度适当减缓、课后作业量适当
减少，让他们觉得这门课程并不难学、并能保持对化学学科
的兴趣。我也始终坚信——我们的后进生是“一桶金”。

两年初三教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与同事间的合作、
特别是带教老师的悉心指导。新教师接受新信息、应用现代
教育技术的能力可能要优于老教师，但缺乏教学经验是一个
无可争议的事实。若在教学活动只没有一位“指路人”，我
想我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要多走很多弯路。

我的带教老师——刘荣权老师——从带教我的第一天起，就
毫无保留的将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和资源与我分享。在互相听
课、评课活动中，刘老师更是不断地为我提出许多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二期课改”背景下，从备课到上课
等许多环节都与过去传统的方法有所不同，但过去的教学模
式、教学理念，对我的影响又十分深刻，以致在课堂教学中
时常出现“新教师、老教法”的局面。因此，刘老师每次听



课后给予我开导，为我所上内的容进行了重新设计和策划，
并主动给我上示范课。在这一次次的听课、评课活动中，我
潜移默化的转变了过去的一些观念，对正在进行的“二期课
改”有了新的认识。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五

在前几节的学习中，学生一步步地补引入了微观世界，已经
初步建立起对具体粒子的.认识，但在同位素的学习中，出现
了和元素概念的混淆。元素的概念比较抽象，在本节内容中
还要进一步加深理解，我想，如果从分析具体的物质组成出
发，使学生知道不同物质里可以含有相同种类的原子，然后
再指出这些原子之所以相同，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核电荷
数。然后再结合同位素的意义去理解相同种类的原子属同种
元素，这样学生理解起来应该会更顺理成章些。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六

：随着新课程改革，小组合作式、互动式教学作为先进的教
学方式逐渐吸引了教育者的眼球，并加以应用；而这种教学
方式恰好是非常适合于初中化学教育的。初中化学教育教给
学生的仅仅是一些基础的知识，初中化学教育应侧重激发中
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让他们把所学的
化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初中化学；学科兴趣；小组合作

在初中教育中，化学课程显得比较特殊，特殊在于三年的初
中教育中，化学课程仅占一年时间。这样的安排，说明了化
学这门学科的难度应该是高于其他学科的，这一年也是激发
学生对化学这门学科兴趣的关键时期。所以，初中这一年的
化学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应该如何去落实这一年的教育呢？
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论述。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我国填鸭式的教学往往
会消磨掉学生的兴趣。就算学生一开始对该学科有一定的兴
趣，在“老师教的不是学生而是考生”、以拿高分为目标的
国内教育环境下，恐怕学生仅存的一点兴趣也会消亡殆尽。
我国目前对于这种教育现状的确应该稍做改变，应从以获得
高分为目标转变为以激起学科兴趣为目的的教学。为了培养
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为我国培育未来
的国之栋梁，以兴趣为目的的教学迫在眉睫。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在一开始就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在人教版九年
级化学教材序言中有镁条燃烧的照片，但图片已经完全不能
满足现在的学生了；且镁条燃烧的整个过程也不是一张图片
能完全展示出来的，教师用枯燥的语言形容镁条燃烧时的场
景，相信学生也不一定能感受到。此时教师就可以采取别的
措施吸引学生的眼球，如现场燃烧一段镁条。此时，学生不
仅对“镁”这种元素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更是让他们体会
到化学这门学科的趣味性、可操作性和实践性，这便从化学
的第一节课就成功地吸引了学生，为今后的化学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对于一门学科的兴趣，还源于轻松活
跃的课堂氛围，甚至教授这门学科的教师。笔者就曾听说过，
有学生因为不喜欢某门学科的'教师，就放弃该门学科甚至厌
恶该门学科；也曾听说过，因为非常喜欢某门学科的教师，
学生能在该门学科取得较为惊人的成绩，这些都是铁铮铮的
事实。所以作为人民教师，应该首先让自己变得优秀，受学
生欢迎，才能保证学生对该门学科的兴趣，化学亦是如此。
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与授课教师息息相关，教师应该从内
心深处尊重学生、理解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观念，鼓励学
生独立思考，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才能建立起理想的师生
关系和课堂氛围，最终激发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学习兴趣。

小组合作学习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学习方式。笔者在多次试
验后，证实了小组合作学习的确是比较高效的一种学习方式，
小组合作学习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互动性。打破了
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实现了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互动。相较于应试教育，教师生动的讲解，有助于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教师可以一改枯燥的讲解式授课方式，
多抛出问题，或者让学生提出问题，促进大家思考。这样的
问答方式可以促进互动性；还可以让某个小组在教师的协助
下备课、讲课，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互动性。（2）
互助性。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可互相帮
助，弥补互相的不足之处。这不仅仅有利于学生对化学的学
习，更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3）参与性。以往学生个体
的学习，往往会敷衍了事，随便抄抄别人的成果就算完成；
但当以一个小组的名义进行学习时，学生心中就会有一种团
队的责任感，因此就不能随意为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
证学生的参与度。（4）体验性。当学生都参与到了学习中，
自然而然也就保证了他们的体验性。如学生都知道澄清石灰
水遇到二氧化碳会产生沉淀，以前只是教师在讲台上讲解和
做实验，可能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根本没办法看到结果，对
他们来说，这个实验做了也和没做差不多，仅仅停留于教师
的说教和课本。但是，如果让学生分小组去完成，那么每个
小组的成员都能清晰地看到整个实验发生的过程。这种小组
合作的方式，让学生有了对教材多方面的理解，有利于化学
这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的教学。（5）探究性。小组合作学习
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学习，化学教师还可以抛出问题，
由小组成员一起解决问题；也可以由教师给出一个课题，学
习小组自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探究中发掘化学的奇妙
之处。（6）自主性。在小组中，合作学习总是很容易激起学
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少了教师的“啰唆”，学生跟自己同等
水平的人一起学生就不会显得畏缩，有问题敢大胆地提出；
且没有了教师张一张嘴便能得到的答案，学生更能独立自主
地思考、自发自主地学习，这在他们以后的化学学习生涯中
也显得尤为重要。将以上六点特征及其他的特点综合在一起，
使小组合作成为化学教学的必要手段。

世界是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创造的。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呼吁
创新性人才，这足以说明创新能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1]。
而化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从社会需求来看，其实
对学生创新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初中化学并不能对学生



有过高的要求，毕竟初中生才刚刚接触化学这一门学科。教
师可以借此时机，充分利用化学学科优势，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发展他们的思维，进而使他们逐渐具备创新能力。居
里夫人曾说过：“好奇心是学者的第一美德。”初中生涉世
尚浅，对世界仍充满好奇心，利用他们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
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优势。初中生首次在课堂上接触化学，
必定有很多问题，也会有很多听起来比较“低龄”的问题。
此时也需要教师细心、耐心地讲解，不要以消极的方式打击
学生的好奇心。只有保持学生的好奇心，他们才会、才敢在
学习中大胆想象，迸发出创新思维的火花[2]。

化学不仅是一门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还是一门与生活密
切相关的学科。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化学，如：食用盐主要成
分是氯化钠，有些还含有碘；铁钉放在空气中会生锈，
那“铁锈”又是什么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又会加速铁钉生
锈呢？想要减慢铁钉生锈，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又
如：汽车尾气对环境危害非常大，那汽车尾气的主要成分是
什么呢？对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人们又该如何去处理才
能降低汽车尾气对环境的危害呢？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在人们
周围。别说初中生，小学生也应该听说过，事实却是大部分
的学生却没有真正地思考过。但是，如果这批学生真正地思
考起来的话，说不定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铁钉生锈的原
因、解决方法等学生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汽车尾气的解决方
法却始终没有落实。因此，教师可以借此引发学生的思考，
提高他们对化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笔者曾接触到一位在
国外学习材料化学的女博士，了解到现在国际上也非常重视
清洁能源；而这类人才也是极度稀缺的，教师可着力在这些
方面引导学生，这与子孙后代的生活息息相关。绿色化学也
是现在常提到的词汇，教师亦可从类似于“绿色化学”等词
汇出发拓宽初中生的眼界，有时必要的课外知识也有助于激
发他们对化学学科的兴趣。

综上所述，初中化学教学不仅仅是教授学生基础的化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他们以小组形式自主



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化学应用能力。

[2]扎世鹏.初中化学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策略[j].神州(上旬
刊),20xx(09):209.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七

1、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多
的`利用实验和生活生产，以及社会资源，抓住知识重点，又
多和社会实际联系，开发一些课程资源，促进和丰富教学，
也吸引学生的眼球和脑子。

2、是课堂中注重探究教学法，要研究探究的步骤措施方法和
注意事项，注重引导和点拨，要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
必须研究探究方法。注重过程和方法，注重经历，多启发引
导。

3、是搞好知识的总结和整合，使知识系统化条理化，当堂练
习和检测，做到堂堂清，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精讲精练，
语言要精炼严谨。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八

中学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在走向社
会前具备必要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基本素质。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说，中学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而素
质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学生的创造性。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下面我谈谈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一些做法和想法。

我国化学家戴安邦先生曾指出：“只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的
化学教育，是片面的……用实验解决化学问题，是各项智力
因素皆得到发展，故化学实验是全面化学教育的一种最有效
的教育形式。”化学实验可帮助学生建立和巩固化学基本概
念和基本理论，获取化学知识，培养科技素质。化学是以实



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可初中化学教材中的实验内容比较平
淡，缺乏趣味性和生动性。实验目的只是为简单化地验证化
学原理，培养基本操作技能和方法，不能调动学生做实验的
积极性，学生不能主动思考问题，不能联系实验过程与所学
知识。 因此，在化学实验教学中要加强化学实验的启发性、
探究性及趣味性。化学实验教学中实现趣味性，必须改变师
生头脑里固有的实验模式。传统的实验模式是强调“训练”
有素，整齐划一，学生必须无条件接受现成操作设计和规定。
把“教”混同于“训练”，就会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
一个别人预设的模式、计划和步骤去达到他人设计的目标。
结果，教师或学校的无形外力就会延伸到本属于学生的自由
发展和思考的空间。显然本来“教”的对象是有独立思考能
力、独立判断能力，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却成了被动地
被“填”的“鸭子”。只有接受的权力而无选择权力，这样
的实验只能令人发困，令人讨厌！ 改变传统的实验模式，提
高化学实验教学中趣味性，关键在于实验中多一些启发性和
探索性！

如果仔细研究初中化学教材里的许多实验，的确都有编辑合
情合理的设计安排，紧紧抠住基本原理，倘若在教学中灵活
使用，做一些改进革新，增添趣味性，则启发兴趣，更能吸
引学生注意力，激发观察实验的动力。 在实验室制取氧气的
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按部就班的规范操作，不厌其烦
地强调要防止试管炸裂，但学生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试管
炸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只能按照教师的说法强记，
其实他们很想看到炸裂的现象过程。这时教师可利用学生的
好奇心安排时间，不妨故意设计一个试管炸裂的破坏性实验。

器材：玻璃片（若干）、试管夹、试管（一只）、单孔橡皮
塞、玻璃导管、胶皮管、铁架台（带铁夹）、酒精灯、水槽、
水。

实验过程：将玻璃片蘸上水，不擦干，用试管夹夹持加热，
观察是否炸裂。试管夹夹持干玻璃片加热后，滴上几滴水，



观察是否炸裂。

将连好玻璃导管、胶皮管和单孔橡皮塞的试管安放在铁架台
上，导管末端浸入水中，加热一段时间后，先撤酒精灯，后
慢慢地撤导管，观察水槽中的冷水是否倒吸到热试管中，引
发炸裂。 实验前不少人缺乏生活常识，以为“炸裂”等同
于“爆炸”，现在明白这只是热量传导不均匀热胀冷缩的物
理变化，原先错误的先觉经验得以更正，满足了好奇心。此
实验可安排在制氧气实验之前，也可安排在后面的实验仪器
介绍中。

推导燃烧两个条件的实验时，盛有热水的烧杯上放个红铜片，
将两小块白磷分别放在水中和铜片一端，取一小块红磷放在
铜片另一端。实验中只有铜片上的白磷与空气里的氧气充分
接触又吸热温度达到着火点燃烧。其它两个都缺少一个燃烧
条件，而不能燃烧。得出结论是燃烧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可燃物与空气（或氧气）接触，二是可燃物的温度达到
着火点。一些爱动脑的学生可能联想到实验室制氧的实验，
提出向热水中吹氧气使白磷燃烧的大胆假设。其实这一设想
以前的习题里出现过，但一直没人重视也没人做过实验。我
们可将书上的实验拓展，设计一个制氧气和白磷自燃的联合
实验。

器材：实验室制氧气全套装置、烧杯、胶皮管、三角漏斗、
塑料眼药水瓶、玻璃支管、锥子、白磷。

操作过程：

1、用玻璃导管直接向热水里的白磷吹氧气，发现热水里白磷
已熔化成极易流动的液滴，氧气气泡没等遇到白磷，白磷就
移动了，无法与氧气充分接触，不能燃烧。

2、启发学生针对白磷液滴易流动逃逸的特点，怎样才能使两
者充分接触。 可能学生提议将三角漏斗的下端管口连接在胶



皮管上后倒置于盛有热水的烧杯内，这样可产生比较大的气
泡，增加与白磷接触的面积，只要水温达到着火点以上，就
可燃烧。实验证明不可行，气泡大导致水对流显著，白磷流
动加剧，无法与氧气接触。 也可能有学生提议将胶皮管接在
三角漏斗的下端管口，漏斗里注入一半热水，放入一块稍大
的白磷，通入氧气白磷可能要浮动，但由于漏斗内壁是光滑
斜面，它还会落到管口处，再与氧气接触，反复循环，就可
断断续续地燃烧。通过实验证明可行，白磷能时断时续地燃
烧。 有的学生另辟稀径，取一只塑料眼药水瓶，表面刺满小
孔，底部挖个能放进白磷的空洞，白磷放入其内，瓶口连上
导管，然后倒置热水里，通氧气，果然白磷运动空间狭小，
与气泡相遇机会增多，时断时续地燃烧了。 虽然教师实验课
备课量多了些，但对每个学生来说是受益匪浅，学到了追求
科学真理的方法。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演示实验是说明探究式教学优越性好
例子。 教师可提出问题，为什么采用石灰石与稀盐酸做为实
验室制二氧化碳的反应物，而不用其它的物质哪？学生会觉
得问题很难。不过教师再提示学生以前学习过哪些产物有二
氧化碳的化学反应，学生开始积极思考回忆学过的化学方程
式。教师让学生总结出如下反应：碳酸钠与稀盐酸反应生成
二氧化碳，碳酸分解生成二氧化碳；单质碳在空气或氧气中
燃烧生成二氧化碳；甲烷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工业上高温煅
烧石灰石制取二氧化碳。学生会认为它们都行，但在教师的
引导下一一排除：碳酸钠与稀盐酸反应太快，碳酸本身不稳
定，单质碳和甲烷燃烧产物一定混有空气氧气杂质，煅烧石
灰石制取二氧化碳需要高温条件苛刻实验室实现不了。

相比之下用石灰石与稀盐酸反应，不需加热，室温反应，反
应前没有气体，产物的气体只是二氧化碳，容易净化。 又提
问此实验采用石灰石能不能用纯净的碳酸钙粉末、草木灰等
代替，稀盐酸能用稀硫酸代替吗？教师找若干名学生到前台
协助完成下步实验。 每人发一只试管，分别放入等量少量的
如下药品：块状石灰石、粉末状的碳酸钙、草木灰等，再同



时滴入稀盐酸，学生亲自操作观察现象，其他学生也全神贯
注，看到只有石灰石固体反应速率较适中，容易控制，其它
的反应太剧烈无法控制，甚至溶液溢出试管，或反应速率太
慢。

每人再发一只试管，同样放入等量少量的如下药品：块状石
灰石、粉末状的碳酸钙、碳酸钠固体、碳酸钠粉末等，同时
滴入稀硫酸，同样看到粉末状的碳酸钙、碳酸钠固体、碳酸
钠粉末等反应速率过快，剧烈无法控制，但石灰石固体反应
表面生成许多白色固体，一段时间后反应中止。学生感到困
惑不解，同样石灰石固体与稀盐酸和稀硫酸反应，为什么一
个顺利进行，另一个反应中止呢？ 教师可在黑板上画个解释
的草图，说明稀硫酸与石灰石反应时，生成一种难溶的化合
物硫酸钙覆盖在表面，慢慢积累，内部的石灰石跟外部的稀
硫酸隔绝，故反应中止。 由此得出反应物应当采用块状石灰
石固体与稀盐酸。

结合实验特点，让学生讨论，集思广益，设计实验方案。在
探讨研究的平和气氛中，蕴涵着无穷趣味，在教师的一步步
的严谨逻辑关系引导下，培养学生的思考分析能力，提高分
析联想的思维流畅性，学生的智能得到健康发展，优良的思
维品质就会慢慢形成。

在教材和习题集中不乏出现有趣的又耐人寻味的问题，若能
真正做一做实验，既能帮助学生深刻体会题意和化学基本原
理，又能全面激发他们研究化学的兴趣，更符合素质教育的
基本思想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的初衷。 很多学生对于金属与酸
反应的差值计算问题的解题方法感到不解，怀疑它的正确性。
教师在教学中自然费不少口舌，不得不讲解数学的相似比、
合比性质、等比性质等问题。其实如果配合一个实验效果会
更好，更有趣儿。 比如这样一个问题，今有一烧杯盛有足量
稀硫酸，总质量是50g，投入一根镁带，剧烈反应后，镁带无
剩余，静置一会儿后，再称量烧杯和剩余溶液的总质量，
得52.2g，试求反应中放出多少氢气？消耗多少镁带和纯硫酸？



生成多少硫酸镁？ 提出问题后设计一个小实验，目的是通过
实验证明差值法计算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器材：托盘天平（砝码）、烧杯、剪刀、刻度尺、等宽等厚
的镁带、稀硫酸。

操作过程：

1.将镁带剪成长度适中，若干等长的小段，以保证个体差别
很小，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

2、称量出每一段镁带的质量，求出平均值m0

3、取一只烧杯，注入足量的稀硫酸，称量烧杯和酸的总质量，
记录数据m1。

4、把一条镁带投入酸液中，等到镁带消耗殆尽，静置2分钟
后，称量烧杯和剩余溶液的总质量，得数据m2。

5、重复3和4步骤三次以上，分别做记录。

6、求m1和m2的平均值。

7、求出溶液在反应前后的质量差，利用差值法，求出镁带的
质量m3

8、比较m3和m0的大小。 理想的结果是m3= m0。通过实验
学生们体验到差值法的在实际实验中的灵活应用，确信差值
法的科学性，更加明白化学的确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
科学。

其实化学实验的具有趣味性的例子很多，像根据二氧化碳实
验室制法，利用蛋壳和漏试管等器材设计实验，制取二氧化
碳；一只充满二氧化碳气体的试管倒插入到盛有石灰水的烧



杯中，分析静置一段时间后的实验现象；又如在铁盘上涂上
少量蜡油，中间插上一只浸满油绵线，将装置平稳浮在水面
上，并点燃棉线，过一会儿，向水里放入一定量的硝酸铵，
水温急剧下降，将蜡油的温度降到着火点以下导致火焰熄灭，
来证明燃烧需要的条件。只要仔细琢磨研究，就会发现趣味
化学存在我们的身边。 上实验课时学生往往积极性都是很高
的，说明学生还是喜欢实验这个实践活动。挖掘化学实验的
趣味性，提高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 化学实验的启
发性、探索性和趣味性教学符合当前提倡推行的素质教育的
基本要求，是增强学生学习化学这门科学精神动力的需要，
提高他们动手动脑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是新一带化
学教师造就一带英才的法宝！

初中化学教学反思篇九

教了化学这么多年，在教学中遇到过很多问题。通过这此培
训学习，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摒弃传
统的教学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运用新的
教学手段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欲望，激发学生练习的兴趣，
对于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在此也作了个总结，于同行交流。

现在所使用的教材，内容是经过浓缩的，可我们不能只让学
生学习“精华”，还得把内容讲细，讲完整，要补充很多知
识，所以让学生做好笔记，把各知识点进行完善是很有必要
的，而且，有了笔记，对学生课后的巩固、复习也相当重要，
否则，学生连一些基本的题目都没法解答。

有人说化学是理科中最简单的一个学科，可我认为化学是理
科，却又像文科，要记忆的东西特别多，如：元素符号、原
子团、化合价、离子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还有很多
概念、定义、规律、原理等，这些知识在上新课的时候，逐
渐向学生介绍，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归纳、小结，让学生读、
写，让学生记，给学生听写。特别是化学方程式在会考中占
有一定比例，要求学生必须过关。



要搞好教学光凭自己的工作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很多学
生来说，上课一听就明白，课后却糊涂，做练习题时，心中
没有一点底，也有人反映说每节课的内容多，上得有些快。
可我一想，我上得也不是很快，属于正常的`教学进度。问题
出在哪儿呢?后来，通过对学生的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只是在
课堂上听懂了，课后没有及时复习，该记的没有记住，知识
没有得到巩固，于是问题越堆越多，学生觉得记不了，更不
要说综合运用了，这样，学生就产生了畏难情绪，感到要学
好化学好难。针对这些情况，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教学时，加强趣味性和新旧内容的联系，以旧引新，讲
新复旧。

(二)用综合对比法，对知识进行总结，融会贯通，揭示规律。
比如在学完实验室制氧气和二氧化碳后，把实验室制取这两
种气体的药品，原理、装置、步骤、收集方法、检验的方法、
验满的方法，注意事项进行对比。

(三)针对他们的畏难情绪、怕苦怕累，怕付出了又没有收获
的心理。我专门安排时间，让他们记忆，复习某部分的知识，
然后找一些相关的题目进行练习，结果多数学生能很快完成
那些题目。这样的结果让他们感觉到，化学还是可以学好的。

简答题和综合实验题，是很多学生感到很难的两类题，包括
一部分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也属于这种情况，在历次的考试中，
丢分严重。

对于简答题，有一部分学生是无从下手，不知道用哪个或哪
些知识或什么化学原理来解答;成绩好一点的知道解答题目所
要用到的知识原理，可也是表达不清楚，写了一大篇却没有
说到点子上。所以在这类题上，我们还要多下功夫，找一些
题多让学生练习。让他们弄明白，题目的意思，该用什么知
识原理进行解答，怎样描述得准确、完整。



综合实验题文字多，信息新、阅读量大、隐蔽性强，学生一
见就怕，为了答好综合实验题，应该做到：

1、务实基础、联系实际、训练多变，提高知识的运用能力;

2、重视培养和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学会审题，通过阅读，
能对题中的一些信息进行摘取，重组和加工，找出实验目的、
已知条件、有关数据、相关信息等。

五、做好期末复习工作，争创会考好成绩

期末复习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会考的成绩，所以期末复习
工作，要做到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每个阶段，都做到心
中有数。复习的练习题，测验题都要严格筛选，对不同层次
的题目进行辅导和练习，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增大课外作业
的容量，加大难度，适应会考;对稍差一些的学生，布置一些
难度较低的题，争取提高会考的合格率，在复习过程中，通
过学生反馈的情况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
做好辅导和改进复习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