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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学习”的内涵
所谓“自主学习”，是指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以

问题做引导，使学生自己设计与完成实验，并收集、
分析、处理信息，亲身感受和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及
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从而获得兴趣、习惯
和学习能力。

科学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公式、名词，科学是
好奇，是不断发现事物和不断询问为什么的过程，而
不是知识的获得。学习不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
发展思维能力。把“自主学习”教学思想引入课堂中
就是激活学生的思维，唤醒学生的潜能，加快学生的
自主发展，让学生高质量地学习。在课堂上学生的主
要活动是阅读思考、发问讨论、独立练习，进行认真
的研究与总结，逐步构建起一种新的教学理论。

二、改验证实验为探究性实验
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科学思维在“人教版九三

年制初中化学”教科书中已有好几个探究性实验的例
子，例如第一章第一节“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
第四节“可燃物燃烧的条件”，第四章第一节“白磷
燃烧前后质量的测定”等。我们可以以此为借鉴，在
做其他实验时，先不要让学生知道实验结果，而是在
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先提出新的问题，然后通过探究
性实验来研究这些问题，逐步解开疑团。例如在学习
第五章第五节一氧化碳的性质时，我首先引导学生对
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分子构成上的差异和碳元素化
合价的不同，接着提出了两个问题：1.一氧化碳和二氧
化碳的性质究竟是相似呢，还是截然不同？2.是一氧
化碳较稳定还是二氧化碳较稳定？结果有的学生从两
种气体的组成上推测它们的性质应该是相似的，有的
学生却从分子构成的差异上断言他们的性质不同。这
时我告诉学生，究竟谁是谁非，让我们通过实验来验
证。然后引导学生观察了一组实验：1.在空气中点燃纯
净的一氧化碳；2.将一氧化碳通入石蕊试液中；3.将一
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中；4.试验一氧化碳与氧化铜的
反应。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发现，二氧化碳具有的化学
性质一氧化碳却没有，而二氧化碳没有的可燃性和还
原性一氧化碳却有，最后引导学生归纳比较了二者在
性质上的差异和转化关系。又如，在第八章第二节第
二课时讲稀硫酸的化学性质时，首先引导学生分析盐
酸和稀硫酸中的阳离子全部是氢离子，只是酸根离子
不同，接着提出这样两个问题：1.稀硫酸和盐酸的化学
性质究竟是完全相同，完全不同还是大同小异？2.酸溶
液的化学性质主要取决于氢离子还是酸根离子？然后
引导学生做了一组探究性实验，最后归纳出稀硫酸的
化学性质。通过这样来组织教学活动，紧紧抓住了学
生的兴奋点，学生积极参与，其主动性、积极性大大

提高。
三、增强改革意识，确立素质化的课堂教学观
素质教育就是要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

展，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促进学生的个性的
养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化学科的
教学中，怎样才能做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要求是让学生能运用所学的知
识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认为，转变观念，
确立素质化的课堂教学观，必须正确处理下面关系：

（一）正确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
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是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

主体性能否实现取决于老师如何发挥主导作用，以讲代
教，以讲代学显然谈不上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有人片面
认为：处理好主体与主导的关系就是由满堂灌变为满堂
问。其实，问答式的教学，是非式的提问，表面看上去
气氛很好，但实际效果往往不理想，同时还会使学生形
成不动脑筋、乱猜答案的不良习惯。

（二）正确处理容量与效果的关系
由于受到传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化学教学中

仍存在重教轻学；重死记硬背轻消化理解；重理论灌
输轻实践操作；重结论轻过程的弊端。由于一堂课的
知识容量较大，课堂教学节奏偏快，因此学生的思维
无法跟上教师的节奏，这样，学生只能被动听讲，学
生成为被动灌输知识的容器，结果不但学生的思维能
力得不到发展，而且教学效率低下。

当然，学生的自学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的，作为一个化学教师首先自己要具有强烈的创新精
神和较强的创造能力，不怕麻烦、不畏艰苦、乐于奉
献、勇于开拓。在每一节课，每次活动，每一个实验
中都不忘向学生渗透创新思想，不断激活他们创造性
思维的细胞，同时要尽可能地多给学生提供亲自实践
的机会。

四、结语
“自主学习”化学教学模式是一种创新模式，

它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探究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全
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突出学生的科学研究活
动，把科学探究的学习和科学内容的学习摆到同等重
要的位置。因为通过科学探究活动，学生不仅可以学
到科学知识，还可以体验科学的过程，了解科学方
法，可以受到科学价值观的熏陶。而科学探究活动的
实现，离不开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化学课堂
教学中开展科学探究活动，必须依赖于学生的“自主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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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必须从课堂教学改革入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探索新型的教学模
式和方法。基于这种认识，化学应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良好的习惯，确定实验教师和实验班级，大力
开展专题教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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