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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标准之中明确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构建出真实、具体的问题情境展开课程学习活动。问题链是在一定
情境、一定联系的基础上展开的思维学习活动，通过问题链的合理设计能够优化整个课程体系，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高中阶段的化学
课程属于一门重要的课程，在高考之中的分数占比较大，而问题链的设计体现出一定的逻辑结构，体现出化学学科的观念，展开合理的教学
活动。本文通过对化学教学中问题链的设计的教学流程进行分析，探究相应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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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的化学学习过程中，核心素养是学生在认知学习活动过程

中逐步养成，其能够体现出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各项素养，以反映

出化学学科应用的方向以及价值取向。高中阶段的化学教学中有着许多

的实验内容，这也是高中化学学习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设计问题链不

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思维、兴趣，还能够帮助学生全面提高化学素养，

实现全面提升。 

1 高中化学教学中问题链设计教学流程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问题链具体是指教师依据相应的课程教学目标，

以相应的化学问题为纽带，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为主的一项师生互动活

动。通过问题链设计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互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推

进整个教学工作的开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在具体的教学环节

构建出相应的问题情境，依据学生近期的学习状况设计出多维度、多层

次的化学内容问题链。在整个设计环节教师的教学业务能力、教研能力

也能够获得提升，而通过问题链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 

2 核心素养导向下高中化学问题链设计策略 
高中阶段的化学课程学习难度较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唯有及时地解决才能够不断提高化学成绩。问题链是

教师为了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依据学生已有的知识以及经验，分析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或是疑问，将原有的教材知识转换成具

有层次性、系统性的教学问题，引导学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

化学应用能力。 

2.1 通过启发性问题链指导学生进行思考 

高中阶段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化学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比较陌生，这

是由于学生最初接触化学知识是在初三阶段，这一时期是打基础的关键

时期，进入高中之后学生所接触的知识大都是一些新的知识。高中阶段

的学生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受到经验、阅历的限制，在遇到

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时往往会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这时如果教师盲目

地跟学生讲解，学生可能一时听懂，而在之后做题环节还是会出现错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学生本身没有形

成化学思维。所以，教师应当设计出具体启发性的化学问题，引导学生

逐步思考，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以强化学生的化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离子反应”这一内容

时，教师可以设计出相应的化学问题链。教师提供给学生（NH4）2CO3、

H2SO4、Ba（OH）2、盐酸等化学实验试剂，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

这些化学实验试剂之间是否可以两两发生反应？如果可以的话请说明实

验证明以及相应的实验现象。（2）如何证明 Ba（OH）2 与盐酸混合发生

了怎样的化学反应？等问题，通过这些连续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相应

的分组实验，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反应发生的条件、电解质在溶液中

存在的形式、哪些离子参与反应？等离子反应的本质。最后，通过相应

的设计实验证明离子之间是否发生了反应。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学生

进行实验来加以验证，教师通过一系列的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将宏观、

微观等内容联系起来，学生通过分析、探索掌握原理本质，逐步掌握化

学知识。 

2.2 通过趣味性问题链激发学生探究动力 

通过对近年来高考内容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化学题型内容量

大、信息量大等特点，考试题目也非常新颖，这就使得学生在解题过程

中容易出现畏惧心理。高中阶段的学生所学要面对的课程比较多，化学

只是其中一门课程，如果教师没有意识到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性，

则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所以，教师在设计问题链时需要考虑到

趣味性的特点，并以学生的知识基础、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构建出相

应的趣味性的生活情境，通过问题的设计展开驱动性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的学习思维，使得学生向着由原有的“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

进而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有效性。例如：教师在讲解关于“铁”这一内

容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如何检测 Fe3+，设计出相应的实验步骤、操作

步骤，并讨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怎样增强补铁效果？在这一教学过程中

教师从实际的生活问题出发，让学生从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中获取知识、

技能，培养学生情感体验，强化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引导学生

从化学的视角下分析生活中的事物，并利用所学内容去解决生活中的诸

多问题，感受化学的实际应用，体会到化学知识学习的魅力，趣味性的

化学学习活动的提出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思维积极性。 

2.3 通过递进性的问题链拓展学生化学思维 

高中化学教学过程中问题链设计的目的一定要明确，更应当面向全

体学生，并紧紧围绕相应的教学目标展开提问，这一环节要尽可能地做

到主题鲜明、中心突出，且相应的问题要充分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整

个问题链要做到层次分明，其广度、难度、深度要有层次性，进而使得

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够学到相应的化学知识，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提升。

为此，教师可以通过对实验目的、仪器等内容的分析，逐层递进以拓展

学生化学思维。例如：高中阶段的“过滤”内容讲解时，教师可以提出

以下问题：过滤操作过程中分离怎样的物质？趁热过滤的目的是什么？

如何判断沉淀是否干净？怎样加快过滤速度？等等在递进型的问题链的

引导下，学生逐渐明白所学内容的依据以及思路，形成一定的化学思维，

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3 结语 
高中核心素养导向下问题链的有效设计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化学思维，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实践探

究、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高中化学教师需要深入分析问题链设计教学

流程，通过开展多样化的问题链来促进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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