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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题教学是初中化学教学的重要方法,其不但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和巩固所学的知识技能,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创新意识,而且还是检查、了解和评价学生学习质量和水平,提供教学反馈信息的良好途径,并由此达到了解教师的教学效果

的目的,因此为了保障初中化学习题教学的有效性,本文阐述了初中化学习题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初中化学教学的主要内容,对

加强初中化学习题教学的措施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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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化学习题教学的必要性 

初中化学习题教学是将学生应当掌握的化学教材内容

以问题的形式,通过课堂答问和练习、课外作业和测试等方

式进行的教学活动。初中化学习题及习题教学一直是初中化

学课程实施中的难点问题。一方面,习题具有重要的教学、

复习和考试功能,教师普遍重视；另一方面,题海战术、机械

训练,习题教学效率低下等问题成为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的主

要因素。因此教师要重视初中化学习题教学课,合理利用习

题课来帮助学生搭建化学思维平台,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通

过习题课的学习,逐渐意识到化学知识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而且能够促使学生逐渐的完善其自身的认知结构,形成

一种综合性能力。 

2 初中化学教学的主要内容 

初中化学教学的内容主要有:(1)化学概念。化学概念是

化学现象的抽象和概括,每一个概念都有具体的内容和使用

范围,概念教学至关重要。因此应做到：第一、注意概念的

意义；第二、重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注意概念的

作用；第四、突出概念中的关键字、句,结合实例加以记忆。

(2)化学实验。生动有趣的化学实验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重要因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操作能力和逻辑思

维能力。如制取氧气的实验,应先向学生讲清楚仪器的装置,

使用的药品,反应的条件,上集方法和气体如何检验。再让学

生观察氯酸钾和二氧化锰加热产生大量气泡的现象, 后介

绍反应原理及反应方程式。(3)化学用语。化学用语是描述、

揭示各种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和变化规律的,具有简明、

直观、概括性强的优点,要求学生熟练掌握重要的常用元素

符号、分子式及化学方程式等化学用语,达到会写、会读、

会用,了解它们的化学意义,逐步熟练地掌握这些工具。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教学中应该分散难点,形象记忆,循序渐进,

反复练习,书写规范,灵活应用。 

3 加强初中化学习题教学的措施 

3.1 注重习题的导向性 

初中学生是初次学习化学,就像小学生刚学数学一样,

化学知识的积累非常有限。因此,老师给学生的习题一定要

重视基础,要以巩固基础知识,培养学习兴趣,养成良好习惯,

锻炼分析简单化学现象,了解生活中的化学常识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为难学生为目的、以会出难题为光荣。习题要面向

全体,不出偏题、难题、怪题,不出那些模棱两可、争论较大

的边缘题。如有题目问：人教版课本上用火柴头大的白磷在

锥形瓶中燃烧,验证质量守恒定律的演示实验过程中,如果

塞子塞得不紧,天平的指针往哪边偏？答案一般都说将是左

盘偏重,但实验表明一般情况下将仍然平衡,因为普通的托

盘天平根本就测不出如此小的质量差。 

3.2 注重习题的科学性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

虚假,培养学生科学认真的态度,是教学的任务之一。因此,

老师选择的习题,一定要强调科学性,不能有知识性的错误,

要做到语言准确优美,叙述严密。有的老师事先没有审阅就

让学生去做那些错误百出的习题,只能是误人子弟。例如,

有题目问怎么才能去除蔗糖中混有的泥砂,可选的答案只有

用水溶解、过滤、加热蒸发。但实验表明,普通的加热蒸发

根本得不到蔗糖晶体。 

3.3 引导学生的思路 

初中化学习题教学要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思想,注意从学生思维的角度去剖析问题,运用设疑、

讨论、启发、诱导等方式,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思考、表现、

印证、体会和消化。 

比如习题：铜锈的主要成分是铜绿 Cu2(OH)2CO3,为了

探究铜生锈的条件,某校化学兴趣小组的学生进行了如下图

所示的实验(氢氧化钙可吸收 CO2)。一个月后,他们发现 B

中的铜丝慢慢生锈,且水面处的铜丝生锈严重,而 A、C、D 中

的铜丝基本无变化。A B C D 

(1)铜生锈所需的条件是铜与_______________等相互

作用发生化学反应的结果。 

(2)写出 D 中广口瓶里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铜生锈时产生铜绿的化学方程式可能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Cu2(OH)2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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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铜与铁相比,_______更易生锈,由此可推出铁的化

学活动性比铜__________。 

这样的习题是以教材中的铁生锈进行衍生的,开始就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觉得做这道题很“亲切”,于是

教师提醒他们自己认真读题、审题、做题,暂时不要去讨论

和交流,等绝大多数学生举手示意做完后,就先让一些学生

谈自己的解题思路,鼓励他们走上讲台大胆交流,各抒己见,

并允许其他学生及时反驳质疑,发表意见,尽管有些学生的

想法可能有错误,但仍让他们大胆地说或争论,给足时间让

学生暴露存在的问题,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和学生一起解决暴

露出来的问题,形成正确认识, 终解决问题。在思考、表达、

交流和争论的过程中,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得以提高,更好地

促进了学生积极思考和创新。 

3.4 精选精练 

练习对学生的学习是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教师要筛

选一些科学的、重要的、与教材贴切的、有针对性的习题让

学生练习,而不是面面俱到,大搞题海战术,建议习题也要

“少吃多餐”,每天学生的作业量不超过 20 分钟。要明确习

题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比如《质量守恒定律》,留给学生的

习题可设计如下：(1)蜡烛在空气中燃烧后,剩余蜡烛质量减

少了,这是否违反了质量守恒定律？请大家思考并讨论。(2)

在化学反应甲+乙─丙中,5g 甲和足量的乙充分反应,生成

8g 丙,则参加反应的乙的质量是()A.2g B.3g C.5g D.8g。

(3) 近,我国拟推出一种廉价环保的新能源--甲醚,它完全

燃烧时发生如下反应：甲醚+3O2==2CO2+3H2O,则甲醚的化学

式是()A.C3H6O2 B.C2H6O C.C2H4O D.CH4O。(4)1999 年,一

自称有特异功能的大师,在新闻发布会上扬言：能源危机解

决了,他称在水中加入少量催化剂,就能将水变成汽油(主要

成分是碳、氢元素组成的物质)。对此,你有何评价？  

3.5 注重解后评析,提高解题效率 

学生对于自己做错的题目,有时只知道错了,却不一定

知道为什么错,因此,利用解后评析,处理好读题、审题、析

题,往往可以收到极佳的效果。解后评析可采用一题一评析

“的策略,可先让一位学生汇报结果或上讲台作解答,并要

求其作适当的讲解,然后师生共同分析、讨论,鼓励学生提出

不同见解,补充不同的解法,但绝不能将习题的评析变成”就

题论题,而应该引导学生深化习题,挖掘习题内涵,进一步拓

宽知识,做到融会贯通。方法可采用“一题多解”、“变题讨

论”、“错例分析”等。通过评析沟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把

知识讲活,从而达到培养思维变通性、创造性,开拓学生解题

思路,提高解题效率的目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初中化学习题教学以信息反馈为特征,了解

和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水平,具有及时了解教师教学效果

的功能。并且科学实施化学习题教学,对加深学生对所学知

识、技能的理解与掌握以及对提高学生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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