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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9让 课 堂 教 学 减 少 遗 ’I感 

— — 例谈高三化学复习课的教学反思 

施建荣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江苏 南通 226361) 

摘要：教学反思是教师对自身业务的一种有益的思维活动和再学习的过程。也就是教师自觉地把 自己的教 

学实践作为栽体，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冷静思考和总结，从而更加优化 自己的教学，使学生得到更充分的发 

展。近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把教学反思活动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作为分析教学技能的一种技术，促使教 

师对自己教学活动深入思考、有意识、经常地进行此类反思，可以帮助教师指导控制教学实践．从而使教师 

从经验型教学走向研究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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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澜教授说过：“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 

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的教学反思，有可能成为 

名师。”教学反思是教师对自身业务素质的一种再思考、 

再学习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 

的业务水平，优化自己的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效益。作为 

新课程背景下的化学教育工作者能有意识地、自发地、 

长效地对教学活动进行理性地观察．对存在问题进行自 

我矫正是化学教育工作者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案例回放】 

以下是笔者在执教人教版高三一轮复习化学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离子反应与离子反应方程式》的过程。 
一

、回顾知识点，学生完成基础知识脉络的梳理。 

二、投影书写离子方程式的准则。 

三、经典考题示例。 

四、引导学生探究。 

(1)什么样的离子反应不写离子方程式? 

(2)离子反应总是向着离子浓度降低的方向进行吗? 

(3)怎样处理离子反应中的微溶物? 

(4)如何书写与量有关的离子方程式? 

五、课堂小结。 

【教学反思】 

笔者刚刚送走 2011届高三毕业班，由于学校领导 

的信任得以继续接任高三毕业班的教学工作。正是由于 

本班学生是我新接任的班级。对学生基础的了解过于粗 

线条，加之，这一节的内容在高考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切 

实地提高本节课的课堂效益，自发地、有意识地反思这 

节课的课堂教学，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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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态度反思：以前上这节内容的新课，面对的 

是高一的学生，学生在知识范围上不够宽泛。有好多方 

程式无法书写，讲授新课时明显有捉襟见肘的感觉。而 

现在的毕业班的学生，知识点已经初成体系，作为教师， 

更容易找准学生在知识点上的“最近发展区”。利用这个 

“最近发展区”，从学生熟悉的知识人手，降低认知难度， 

严谨认真地关注学生的求知欲，内化为学生的知识潜 

能，调动学生的主动陛和主体性。例如：在经典考题示例 

中：Fe(OH)，+HI的反应，虽然还有很多学生仅仅从酸碱 

中和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及时地给予否定， 

而是引导学生探究，经过学生的探究。充分发挥教学民 

主，学生们已经掌握这个反应原理不仅有酸碱中和，还 

有 Fe哪 I一的氧化还原过程。笔者认为。自己在呈现一些 

经典例题时，要经过认真地筛选和设计，关键是能否调 

动学生积极探究地欲望，事实证明，Fe(OH) +HI的反应 

的探究，能调动学生们主动探究的欲望。 

(2)教学目标反思：以课程目标为指导，让学生主动 

参与，发挥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 

验，适时调整教学目标。由于学生对强弱电解质的判断 

失误不多，所以电离方程式的书写。只花了少量的时间。 

根据学生情况。把重点放在离子方程式的书写和正误判 

断上。例如 ：A1C13+NaOH，NaA102+HC1，A1C13+NH3·H2O， 

NaA102+CO 等一系列离子方程式的书写上；有--d'部分 

学生对前两个方程式只书写一个总反应。不知道离子方 

程式的书写还要能反映出实验现象。经过纠正，大多数 

学生能反思错误。对这种问题已具备了敏捷性和时效 

性。再如 NaHSO,+Ba(OH)：的反应时，溶液恰好成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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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硫酸根离子完全沉淀的两个方程式的书写的异同， 

学生已经能从原理上清晰地比较研究视角，进行理智地 

思考。这样的教学目标的及时更换符合新教材的特点， 

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3)教学计划的反思：备课前这一堂课的内容是以 

学案的形式呈现的，考虑到是高三一轮复习，在学生现 

有的知识基础上稍加了提升。整个学案有 6道电离方程 

式的书写，和 18道离子方程式的书写，18道离子方程式 

中涉及互滴问题，不定量和定量方程式的书写，这些都 

是离子反应里的典型问题和重难点。在教学计划和教学 

结构上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认知水平。根据教学 

实践和教学经验 ，电离方程式的书写只提及了注意点 。 

而离子方程式的书写各举一例进行板演，其余让学生自 

主练习，发现学生书写普遍不理想，对离子之间的反应 

实质掌握不透彻。笔者认为，想在短时间内有较好的收 

效，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多加练习，敢于让学生出错，从 

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后在这节复习课的教学过程中，第 
一 节重点解决上述几个问题，第二节课重点解决涉及 

“互滴问题”的离子反应方程式的书写．以及涉及“量的 

问题”的离子反应方程式的书写，这样的教学计划可以 

便于教师掌控教学进度，不至于让重难点因为时间问 

题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可以很好地分解难度，提高课堂 

效益。 

(4)教学过程的反思：新课程强调的是 ：“为了每一 

个学生的发展”，其实质就是，教师的教学过程中，要善 

于观察、反思学生的学习过程。用心去体验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掌握了什么，形成了怎样的能力，从而及时地调 

整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节奏。例如笔者在教学中。通 

过多元弱酸的酸式盐与碱的反应．碱与酸性氧化物的反 

应。氨水与硝酸银的离子反应的书写，培养了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总结归纳的能力，基本学会与 

量有关的离子方程式的分析方法和书写原则；通过离子 

方程式正误的判断，学会分析的步骤，培养敏锐的观察 

能力。笔者留心发现学生在课堂上书写 18个离子方程 

式感觉比较枯燥，学生感到厌烦，我们可以改变呈现的 

方式，比如，离子方程式的书写中穿插正误判断、错误订 

正、常见错误归纳等等，改变单一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效果会更好。高三一轮复习面对的教学对象是高 

中知识已经初具雏形的学生。但是遗忘造成了知识的脱 

节。我们有的时候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原因，对于学生表 

现出来的低级错误，没有顾及学生的自尊心，给予严厉 

批评，课后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根本在于用～把尺子 

在评价学生，没有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模式。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挖掘学生潜力，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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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以后的教学中面对问题和突发事件要顾及学生的 

内心感受．适当给点阳光。课后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多 

找这个学生谈谈，端正其学习态度，了解他的学习近况， 

提出近期目标，用心交流，平等相处，拉近学生与我之间 

的距离，使我们在一种愉悦的氛围中完成各自的任务。 

(5)教学内容的反思：根据课程标准以及江苏省考 

试说明，这一节课的主线是离子方程式的书写，作为学 

生必须掌握的化学用语之一，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基本 

功和化学素养，在学生掌握了离子反应的条件的基础 

上，在高三的一轮复习课中，应区别于高一年级时的教 

学要求，教师要有较高的立足点，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因学生已经掌握了系统的元素化合物的知识．应该以元 

素化合物的知识为载体．训练学生正确书写离子反应方 

程式的技能。 

当然．教学反思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上述五个方 

面，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反思的内容不尽相同， 

例如还可以有教学策略的反思．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 

是否根据学生认知活动的特点和心理特征。优化教学 

策略，反思 自己是否做到教法和学法的统一 ，从而促 

进学生的自主发展；另外还有教学媒体的使用反思． 

反思自己的教学媒体是否恰到好处．是否有哗众取宠 

之嫌，杜绝课堂教学为媒体服务的怪象；再如还有教 

学评价的反思，反思 自己的教学评价是否具有多样 

性、开放性、差异性和综合性等特点，是否注重三维目 

标 的多维评价。 

总之，教学是一门有遗憾的艺术，对待遗憾，我们应 

该不断改进，探究适合我们学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化 

学的很多知识点是抽象的，无法建模的。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必将经历茫然和痛苦，但是，如何把这些茫然和痛 

苦转变为惊喜和收获，这才是我们作为化学教育工作者 

必须反思的问题。教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知识日 

新月异的时代里，教师更不能固步自封，学生需要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我们不能茫然无知．否则我们很难提高教 

学的针对性，更谈不上高效教学了，因此我们教师在 自 

己漫长的教学生涯中，要时不时地停下自己匆忙的脚 

步．提起笔来将自己教学中的教学反思和教学智慧记录 

下来，总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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