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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从初中进入高中之后，其学习难度大大增加，尤其是高一化学知识内容多、习题难度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随之降低。究其原
因，是由于初中与高中阶段的化学教学衔接工作出现问题，使得知识脱节，造成了学生学习困难。所以，高一阶段的化学教师需要做好课程
衔接工作，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找到解决策略，并在教学过程中降低课程学习要求，引导学生顺利完成课程衔接工作，以保证教
学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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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的化学知识在高中化学教学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初中化学不仅是对学生进行知识普及、培养其基础技能，还比较关注如

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高中化学则是对知识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其难

度较大，知识点也更加繁复。其中，高一化学知识是对整个化学知识体

系的延伸、拓展，更是沟通整个高中化学知识的纽带。所以，初中、高

中的化学教学衔接工作必须作为教学重点重视起来，从多方面入手开展

课程教学。 

1 初、高中化学教学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学生在经过初中阶段的学生进入高中之后，他们认为所学的内容都

是全新的内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高中阶段的课程大都有

着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化学课程，许多学生进入高一之后会对这一内容

产生“不适应”的感觉，特别是一些地区虽然展开课程改革，但是仍然

采用传统的教材内容，这就使得一些学生进入高中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

问题。而一些高中教师盲目追求课程教学进度，采用“填鸭式”教学活

动，这使得一些原本对化学课程有兴趣的学生也感到非常枯燥。通过实

际调查分析，初三阶段的学生对化学学习兴趣要远高于高中阶段的学生，

这是因为化学学习课程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具体实验操作过

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实验现象，使得学生感到非常的有趣，进而产生

了一定的探索兴趣。但是当学生进入高中之后，学生很难适应当前的环

境和学习进度，具体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1）随着高中课

程学习难度逐渐增加，教师在课程讲解过程中许多问题讲得非常认真，

学生上课期间虽然也能够听懂，但是自己做题时又不知道如何下手。（2）

由于初中与高中化学学习难度不一，初中阶段教师讲一遍就能够听懂，

而高中教师讲述多次之后学生也听不懂，或是只懂了一部分内容。（3）

由于化学知识点较多，且注重分析、应用，学生单纯地死记硬背无法提

高成绩，进而逐渐丧失了相应的学习兴趣。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初、

高中化学教学衔接无法得到保障，制约了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 

2 初、高中化学教学衔接对策思考 
2.1 注重对初、高中化学教材内容分析 

在高一化学教学工作开始之前，教师应当对初中化学教材、高中化

学教材、教学要求、考试重点、考试说明等进行深入分析，全面分析初

中、高中化学知识体系，找到初中、高中之间的知识衔接点、区别点等

内容。尤其是一些初中教材中介绍的知识点，而在考试说明中又没有具

体要求，但是在高中阶段又必须要学习的知识点内容。教师需要对这一

系列的内容进行分析，了解到哪些知识是学生必备的知识点，为学生后

期学习做好铺垫工作，在备课环节、讲解环节应当充分符合学生的实际

需求并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例如：初中阶段的 H2 还原 CuO 剂的相应实验

讲解比较少，但是在后期的练习、测试过程中出现的概率极大，更是重

点考察内容。 

2.2 重视对学生化学基础的调查 

在高一阶段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之后便

要对学生化学基础学习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初中学生化学过程中哪些知

识点属于弱项，而哪些知识点是学生的重点、难点。教师只有充分了解

到学生的化学学习状况，才能够开展相应的教学工作。在课程教学活动

之前教师可以将一些关于初中、高中衔接的练习题印发给学生，并进行

认真批阅，了解到学生的化学学习情况，并实现对学生化学学习的复习、

检测工作。 

2.3 依据新课改理念，开展分层教学 

高一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从实际教学现状分析，依据新课程标

准展开层次教学，将原有教学目标进行拆分，在初始阶段放慢教学速度，

引入相应的教学案例以及学生已经学习的化学知识，做好知识点的铺垫、

过渡工作，紧紧围绕教材内容展开课程教学，不可随意进行拓展、延伸。

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化学学习状况的分析，将学生进行分层并布置层次

性的作业内容，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有所收获。 

2.4 注重实验、情景教学衔接，强化学生理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初、高中教学衔接工作开展过程中教师需要意识到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的重要性，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化学实验、化学情景教学工作的开展，

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高中爱护化学知识，强化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感性

认知，促进学生进一步的理解以及记忆。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多做实验、

多进行观察、思考等，使得学生通过分析化学现象来进一步掌握化学概

念。例如：在讲解钠、氯气等性质内容时，教师可以设计相应的钠与水、

氯气和铜等反应，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独立实验并观察实验现象。此外，

教师还可以借助化学史实、视频、多媒体等内容，启发学生进行思考，

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下获得提升。 

2.5 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由于高中阶段的化学学习内容规律性较强，题目形式灵活多变，单

纯地通过课堂听讲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课后进行认真的练习、复习，

做好总结归纳工作，这需要教师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自我总结能力。

学生唯有具备了自主学习能力才能够更好地配合教师教学衔接工作的开

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某一单元内容讲解之后，教师帮助学生对化学知

识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引导学生对原有的知识进行复习，建立起完整的

知识学习网络，将初中、高中化学知识融会贯通。在题目解答过程中，

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学会如何进行反思、总结，提高学生的

学习自觉性。 

3 结语 
化学课程在整个学习体系之中属于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学生经过

初三的短暂学习之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进入高中之后化学课程学

习的难度大大提升，因此在高一化学教学中，教师要做好教学衔接工作，

深入分析初中、高中教材内容的变化以及学生的化学学习情况，制定相

应的教学衔接策略，提高整体化学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杨梓生.研究学科核心素养内涵特性应有的三种基本视角:兼谈对
高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认识[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6(8):68-70. 

[2]杨斌元.浅谈学科核心素养视角下的高中化学教学策略[J].文理
导航,2017(29):55. 

[3]陈芬.学科核心素养视角下的高中化学教学策略[J].数理化解题
研究,2017(3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