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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从当前课堂教学中教材处理存在的问题, 以及怎样以教材为载体, 深入挖掘教材的能力价

值, 谈了一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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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普通高中 (试验修订本) 化学新教材比原来教材有很多突出优点, 教材内容的编制

更便于学生自学, 特别是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非常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

构建一种自主的、探究的、合作的、终身的学习模式。然而, 光有教材的改革变化, 而人们的观念

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是不可能体现教材改革变化优势的。从教学视导情况看, 很多教师由

于现代教育理论素养贫乏, 教育观念落后, 在教学中很难发现教材变化的优点, 无法挖掘教材

内容的能力价值, 所以在使用效果上大打折扣。本文拟就当前化学课堂教学中教材处理存在的

问题, 以及怎样挖掘教材的能力价值谈点认识。

教材既是学生掌握知识和方法的主要依据, 又是培养学生能力的凭借和载体。我们的教学

任务不仅是把教材知识传授给学生, 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学生通过教材学习, 掌握知识和方法,

为探求未知世界打下坚实基础, 以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 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进而提

高其综合素质。因此, 教学中要千方百计地创设教学情境, 把教材作为凭借, 把教师置于组织者

和指导者的地位, 使教材的死内容变成活知识, 再把学活的知识转化为能力, 才能真正体现上

述精神。具体说应做到以下几点。

11 挖掘教材内容的探索性

新教材中能设计成探索性的素材非常之多, 关键在于教师能否去挖掘。例如, 讲物质的物

理性质时, 可采用展示实物的方法, 让学生自己探索并总结得出结论。如硫酸的物理性质教学

设计如下:

展示: 浓硫酸 (半瓶)。

让一学生振荡试剂瓶并描述: 油状液体。

演示: 托盘天平一边放上述浓硫酸, 另一边放半瓶浓盐酸 (容积相同)。

学生描述: 硫酸密度大。

演示: 分别打开浓硫酸和浓盐酸的瓶塞, 并轻微振荡。

学生描述: 硫酸难挥发 (与浓盐酸相比较得出)。

演示: 向盛有水的烧杯中慢慢加入浓硫酸并不断搅拌。

学生描述: 硫酸能以任意比与水混溶, 并放出大量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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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 学生精力集中, 兴趣盎然, 思维积极活跃。这实际上给学生设置了“发现”的情境,

即学生通过探索“发现”了硫酸的物理性质, 其印象异常深刻, 知识学得灵活且掌握牢固。

让我们回想一下, 讲钠、镁、铝、氯气、硝酸、乙醇、苯⋯⋯的物理性质 (甚至包括某些物质的

化学性质)时, 如果也采取这种做法, 其效果肯定比教师干巴巴地讲述, 或让学生死记课本知识

好得多。

对教材中那些理论性强、难理解的内容, 很多教师注重了讲深讲透, 让学生死记硬背结论。

而有经验的教师则改为探索式教学, 其效果大不相同。如在“原电池”教学中, 首先让学生分析

Zn+ 2H + = Zn2+ + H 2↑的反应实质 (有电子转移) , 紧接着问学生, 体系中有电子转移, 怎么无

电流产生呢? 学生回答: 电子不是定向移动呀! 再进一步追问: ①看谁能设计一个装置, 使电子

做定向移动 (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时间动脑思考) ; ②让学生带着自己设计的装置走进教材, 与正

确的原电池装置进行比较, 看是否正确或存在什么问题 (学生经过自己探索, 已基本掌握了原

电池原理) ; ③分析原电池装置有何特点 (对原电池构成条件及工作原理有了深刻理解) ; ④该

装置有何实际意义 (电池及金属腐蚀与防护)。⋯⋯这种一环扣一环的探索方法, 使学生积极动

脑、动手, 从旧知识中总结、探索、发现新知识, 其效果可想而知。

21 挖掘教材内容的启发性

启发式教学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 历经两千多年, 至今仍备受人们的重视。当然, 随着教育

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启发式教学有其新的含义。现代教学论认为, 启发式不是一种具体的教

学方法, 而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凡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 引导学生积极思

考、主动实践的一切方式方法, 均可称为启发式教学。笔者认为, 要真正做到正确运用启发式教

学, 首先要做到善于挖掘教材内容的启发性素材, 创设“启发”的情境。为此, 我们要在教材处理

上狠下功夫, 做到: ①充分利用实验现象进行启发。如金属钠与水反应的实验, 要紧紧抓住

“浮”、“熔”、“游”、“红”等实验现象进行启发引导学生学; ②补充实例进行启发。如为了让学生

进一步理解盐的水解理论, 可让学生分析: 在 1m o l·L - 1的氯化铵溶液中, 投入镁条, 会产生大

量的气体, 此气体能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 将气体收集在试管中, 靠近火焰有爆鸣声。试

分析原因。学生通过分析, 对学过的理论有更高层次的认识, 使学生的思维产生质的飞跃; ③巧

妙比喻进行启发。有些化学理论教学往往是抽象、枯燥的, 如果用空洞的语言平铺直叙地讲解,

学生接受起来感到乏味, 效果较差。例如, 对“pH = 5 的盐酸稀释 1 000 倍, 为什么 pH≠8?”这

个问题如采用理论阐述, 定量计算, 理解起来都十分困难, 但如果让学生思考:“糖水无限稀释,

能变成咸味的吗?”这一启发, 使学生立即茅塞顿开。因此, 恰当的比喻能启迪思维, 比反复讲解

有效; ④利用直观性教学进行启发。直观性教学包括: 直观性教具、图表影视、电脑课件、化学实

验等, 教材中很多内容都可采用直观性教学启发学生的思维。例如, 由于学生缺乏空间想象能

力, 常把 C

C I

H

C I

H 和 C

C I

H

H

C I 当作同分异构体, 如果采用立体图示或展示正四面体结构模

型, 学生很容易看出二者属同一物质, 只是由于投影角度不同而产生两种写法。很多有机物的

结构特点单凭教师讲述, 学生很难理解, 一旦展示其分子模型, 立即豁然开朗; ⑤以学生原有知

识为起点进行启发。教材中有些内容前后联系相当密切, 且前面的能指导后面的, 或者说学生

可根据已学过的知识, 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自己学会新知识。如高二合成氨条件的选择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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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可启发学生根据刚学过的化学平衡移动原理自学解决, 根本用不着教师讲。这不仅使学生

自己发现掌握了新知识, 而且对化学平衡移动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如, 学习金属的腐蚀

与防护, 可以原电池原理进行启发引导学生学, 效果远比教师一讲到底好。

31 挖掘教材内容的开放性

教材内容的开放性, 是指教学中以教材为依据, 但不局限于教材, 是以教材内容为凭借, 从

知识、能力等多方面向外延伸或扩展, 创设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情境, 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方法, 进而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挖掘教材内容的开放性可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1)新概念教学的开放性。学习某些新概念时, 不能仅停留在理解或记住的水平, 而

更重要的是要达到融会贯通, 灵活应用。如在化学键、极性分子与非极性分子的教学中, 可设计

以下开放性问题, 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和应用概念: ①含有离子键的化合物一定是离子化合

物, 离子化合物中只含有离子键; ②共价化合物中可能含有离子键; ③非极性分子中一定含有

非极性键, 含有非极性键的分子一定是非极性分子; ④极性分子一定含有极性键, 含有极性键

的化合物一定是极性分子等。如果学生能准确辨别这些说法正确与否, 说明上述概念真正学好

了。(2)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教学的开放性。如在“N a2O 2 的性质”教学中, 师生经过设计——验

证——分析, 得到结论,N a2O 2 能与H 2、CO 2 反应生成O 2, 接着提出问题: 将少量N a2O 2 投入下

列溶液中各有什么现象, 写出化学方程式: ①盐酸溶液; ②N aOH 溶液; ③CuSO 4 溶液; ④FeC l3

溶液。这样就将知识从N a2O 2 和水的反应外延到和溶液的反应, 促进了知识的迁移。 (3)复习

课教学的开放性。有些教师复习课上往往是对旧知识的简单回忆和重复, 如复习有机物的结构

特点及化学性质时, 都是从它们的结构通式、代表物的结构特点等方面进行简单回忆, 根本无

法激发学生去进行积极思维, 学生也不感兴趣。而开放性教学则采取创设一种情境, 把这些旧

知识变成未知的东西去探索, 使学生的思维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重新去发现和认识, 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温故知新”。例如复习烃类的结构特点时设计问题: 分子内含有 6 个氢原子的烃可能

有哪些? 这种开放性的设问, 一下子激活了学生的发散思维, 使学生不仅要回忆起所有烃类的

通式, 而且还要想到各类烃有哪些同分异构体, 以及每种烃的结构特点和它们一些性质的差异

等等, 其思维容量之大显而易见。 (4)化学实验教学的开放性。很多化学实验若只是简单地做

一遍, 学生印象肤浅, 过后很容易忘掉。如果在做实验的同时, 设置一些联系实际的开放性问

题, 可激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如做 FeSO 4 和N aOH 反应制 Fe (OH ) 2 的实验时, 由于 Fe (OH ) 2

迅速氧化成Fe (OH ) 3而不易观察到白色沉淀。可让学生思考怎样改进实验使实验效果更好 (即

想办法使生成的Fe (OH ) 2的氧化速率减小) ? 结果学生能想出很多合理的方法, 诸如把N aOH

溶液中溶有的少量氧气加热赶出, 在 FeSO 4 溶液上面滴上一层油隔绝空气, 新配制 FeSO 4 溶

液所用的蒸馏水需加热赶出其中的氧气, FeSO 4 溶液中加入少量铁屑, 做实验时将容器密封而

减少两种溶液与空气接触等等, 然后对这些设想进行验证, 果然是效果极佳。这不但使学生对

该实验有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使他们为自己探索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41 探索教材内容的情感教育性

教材内容的情感教育性, 是指如何利用教材中的情感教育素材, 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良好的

情感品质, 及防止和克服消极情感, 使学生身心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高中化学新教材增添了

大量情感教育素材, 如果我们能潜心地去挖掘这些素材, 寓情感教育于教学之中, 就一定能达

到上述目的。为此,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挖掘教材内容的吸引力,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情

感。有些教材内容经过加工处理, 立刻变得富有情感性。如在演示原电池原理的实验时, 以语

—34—

2002 年　第 3 期 学 科 教 育 (Jou rnal of Sub ject Education) N o. 3　2002



言引趣:“你们从物理学中得知发电机能发电,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用西红柿发电的实验看一看

好吗?”学生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听课和观察的精力高度集中起来, 效果

极佳。有时利用化学实验现象提出问题, 也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如在高二讲氢氧化铝两性时,

先请学生观察两个不同的实验现象: 一是将A lC l3 溶液逐渐加入到N aOH 溶液中, 另一个是将

N aOH 溶液逐渐加入到A lC l3 溶液中, 当学生看到相同的N aOH 和A lC l3 两种溶液, 因滴加顺

序不同, 结果就产生不同的现象时, 感到好奇又有趣, 探求知识的欲望油然而生。再如, 高二

“苯”的一节教学中, 先向学生介绍苯的分子式、结构简式、结构式, 然后结合学生以往经验提问

学生, 苯是否能使溴水及高锰酸钾溶液褪色? 学生从苯的不饱和性, 并根据前面学的烃类的性

质理解, 几乎异口同声回答“能”, 接着做实验来进行验证, 结果相反, 学生哗然, 急于想弄清其

原因, 此时引导学生看书, 效果非常好; (2) 充分利用化学史教育, 激发学生的勇敢精神和敢于

冒险的精神。教材中有很多中外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伟大发现和轶事, 是对学生进行思

想教育的好素材, 特别是科学家们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 勇于实践和创新的精神, 必将大大鼓舞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 教学中一定要用好这些素材; (3)充分发挥化学实验的特殊优势, 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化学教材中很多内容, 只靠教师讲解, 学生感到枯燥无味, 难学难记。若把

讲述这些内容改为用做实验的方法, 让学生观察、操作, 当学生看到因化学反应而产生的五颜

六色的变化, 瞬间即逝或发生爆炸等现象时, 立刻兴趣倍增, 使死内容变成了活知识, 进而激发

了探究学习的积极性; (4)注重与科技、生产和生活实际的联系, 激发学生学习的价值体验。教

材中密切联系实际的素材极为丰富, 教学中要认真挖掘,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利用教材多处

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 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 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再如, 高二讲乙醇时, 把我

国多次因假酒引起甲醇中毒致死人命的恶性事件讲给学生听, 以引起学生对不法分子的憎恨,

同时增强了法制观念。结合盐类水解知识, 掌握化肥的使用方法、肥皂的去污原理等。掌握一

些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的生理作用、医疗原理或危害、毒性等等, ⋯⋯使学生充分认识到, 随着

社会的发展, 化学已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吃、穿、用、住、行的各个方面, 对于更多的人而言, 学

习化学的目的不在于进一步研究它, 而在于应用它来理解和处理个体在社会、生活及工作之中

的实际问题。进而使学生看到了学习化学的真正价值, 学习的积极性必将大大提高。

Research on tapp ing the ab il ity va lue of the textbook

in chem istry teach ing

L IU Cheng2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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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essay analyzes the p rob lem s ex ist ing in the handling of the teach ing

m ateria ls du ring the p rocess of classroom teach ing, and gives suggest ion s on how to ta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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