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深度学习方法浅析

摘要:近年来，深度学习作为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主流趋势，各科教师都

在关注深度学习在学科领域的运用。深度学习模式应用于学科教学中，主要体现

在学生的思维和互动方面。这需要化学教师依据教学实际情况统筹兼顾，关注化

学知识之间的联系，关注学生积极学习、深度理解和主动反思，拓展学生思维，

让学生的知识能力在特定氛围下学习，在师生互动中获取，让深度学习有序和高

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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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首先提出深度学习概念，其主要是以高层次、

综合性、反思性学习的过程。国内的一些教育专家进行深层次分析和广泛性实践

后认为:深度学习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其以理解为基础，目标在于思维高层次和

解决为题能力的有效提升。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深层学习要立足于

学科教学，营造真实氛围、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领悟，完善认知结构，实现知识

迁移为终身学习行为和习惯的养成打下坚实基础。

一、化学学科下的深度学习原则

(一)趣味性原则

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学习者自发的、自主的学习动机。初中化学深度学习以

化学学科内容为载体，围绕核心问题，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欲开展思维活

动，促进学生情感、意志、思维等深度参与。

(二)探究性原则

深度学习的本质就是自主性学习，强调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建筑解决问题的办

法。作为化学活动组织者的教师，需要及时变更角色，从知识的掌握者、传递者

转变成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学习过程的组织者、专业知识的

支持者。

二、指向深度学习的化学教学路径

(一)趣味性设计，激发学生深度学习兴趣

化学课堂教学的方法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搜集相关资料，

做成导学案，以生动、形象教学情景的方式呈现出来，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进而参与深度学习。如:外科消毒之父-里斯特，首次将石炭酸(苯酚)稀溶液用于



外科手术的消毒以及医生双手的消毒，从而减少了病人因为外科手术后的感染而

死亡，这一发现使苯酚成为外科手术强有力的消毒剂。教师和学生一起，深度挖

掘学科知识的价值，设计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教学内容，积极调动学生学习思维，

让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也可以将生活中各类现象与化学知识进行连接，运用化学知识增加学生学习

化学知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大家都知道如今汽车十分普遍，也知道汽车是靠

不断去加油站加入汽油才能在路上不停地奔跑。那么，汽车是如何利用汽油跑起

来的呢?这就涉及到相当多的问题。可以告诉学生:化学可以简单却十分清楚地把

这个解释清楚。汽油易燃，通过燃烧，释放岀大量的热量与能量，从而推动活塞

的运动，再传到汽车的轮子上，使轮子转动，如此汽车便可不停地向前运动[2]。

同时，还可以引出如下问题:汽油是如何来的呢?这便涉及到千年以前树木向石油

的转化以及石油化工的相关问题;汽油燃烧都能产生什么物质，是纯净物还是混

合物?同时又能导出二氧化碳以及温室效应的问题。因此，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导出化学知识，必然能极大地增加学生对于化学学科学习的兴趣。

(二)探究性设计，培养学生深度学习思维

深度学习创设的任务中蕴含的知识成果是具有挑战性的，它要求在教师的引

领下，而非学生的自学，但又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少教多学"的师生互动关系，主

张在课堂中把时间留给学生，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积极的参与到课堂互动中，强

调学习者有积极学习的心向。

在初中化学教学培养学生的深度学习思维，教师可以利用网络上传播的有关

化学的社会热门事件及时通过多媒体传播给学生，如中石化吉林双苯厂发生爆炸

事件，大量苯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让哈尔滨市急需

1000 多吨活性炭用于自来水厂净化水。在这里，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教材中活性

炭、水的净化知识，研究污水取样问题，让学生考査造成水污染的化学物质的有

关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分组进行探究活动，增强学生学习的针对性的同

时，使学生关心时事，关心社会并树立学好化学造福人类的使命感。

也可以以实验探究的方式，如在酸碱中和反应的教学中学生若是细心分析，

会产生疑问:酸和碱是两类不同的化合物能否发生化学反应?通过大胆质疑并提出

问题。教师应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设计项目学习、任务学习、素质拓展等各种学

习活动帮助学生按要求完成实验操作，记录实验现象，讨论分析实验结论:让学



生将氢氧化钠溶液与稀盐酸混合，观察是否有实验现象。肯定和鼓励学生的发言

和展示，并进一步提出，往氢氧化钠和盐酸的混合液中滴加酚酞，观察实验现

象。最后由教师提出两种实验方法，一种是用玻璃棒蘸取一定量的混合液，置于

酒精灯火焰上灼烧至水分挥发完。观察并分析实验现象;第二种是在烧杯中加入

适量氢氧化钠溶液，滴入几滴酚酞溶液。然后用滴管慢慢滴入稀盐酸，并不断振

荡[4]。让学生通过以上这样的探究活动，既学习了酸碱能发生中和反应这个核心

知识，又提出了自己的猜想和动手实验证明猜想，并认识到证明物质发生化学反

应可以从反应物的消失和生成物的形成两个角度去思考，强化学生的化学思维能

力。

结束语

近年来，深度学习作为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主流趋势，立足于学科教学，

对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领悟，完善认知结构，实现知识迁移打下了坚实基础。指

向深度学习的化学教学也要从课堂教学趣味性设计出发，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让学生参与深度学习。同时教师也要发挥自身引导的作用，结合好时事和实

验探究教学，鼓励学生参与学习，强化思维，让深度学习有序和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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