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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双减”制度的落地，高考改革发展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高中化学教师而

言，更要紧跟高考改革步伐、细化高中教学体系建立，在充分结合学生实际认知情况的同时，通过有

效的教学研究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为学生的成功成才夯实基础，提供保障。本文结合实际教学经

验，对高考改革下的高中化学教学展开讨论，希望能够为相关教育同行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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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system,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ers,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ref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 school teaching system, and fully combine the actual cognitive situation of students, while 

achieving the established teaching goals through effective teaching research,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successful talent and provide guarantees. Based on the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e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under the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ated educational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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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十

分重要的，无论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还

是新时期下的高考制度，都在见证历史

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高中化学教师而言，更要在关注学

生综合成绩的同时，将高中日常学习习

惯养成和统一高考进行精准平衡，通过

综合素质的层面来实现多元化的教学机

制。从实际来看，全新的高考改革对教

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每一名高

中化学教育从业者都必须紧跟社会进步

和高考体系变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为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为高中生的十年

寒窗苦读提供支持。 

1 高考改革下的化学教学 

新课改标准下的高中化学教学必须

要紧跟新高考的具体要求，从不断转变

教师、学生、家长思想的角度入手，重

塑教学架构和教学策略，确保每一名高

中生都能够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寻找到适

合自己展示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必须充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体

需要，时刻以学生为主体，提升学生的

自我认知能力和自主学习意识，确保学

生可以在各类化学知识要点和化学实验

中拥有较强的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对

于学生来说，则是要在教师所提供的多

元化的化学教学资源中，充分激发自身

的学习潜能和对化学认知的敏感性，在

强调化学本质的同时，真正地将化学素

养和高考的知识体系展开融会贯通，

终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2 高考改革下的高中化学教学

要点 

2.1关注良好氛围的打造 

高考改革下的高中化学课堂必须要

借助各种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来推动整

个教学质量的提升。为此，在实际的高

中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好

学习陪同者和辅助者的角色，为学生营

造一个良好的化学认知范围，同时也要

从完善教学手段层面入手，不断提升学

生参与化学知识理解的专注力。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名化学老师都

会通过个人独有的教学特点对相关知识

结构进行解读，通过不断强化知识的探

索性与协同性，在一些有趣的化学实验

和化学理论的影响中激发学生主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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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在这种氛围下，学生的更多潜

能可以得到有效地激发，同时也提升了

整体学习效率。 

2.2关注高效课堂的打造 

对于很多化学教师而言，课堂高效

性的设计一直都是根据不同教学模式

进行转变和提升的，因此在高考改革这

一大环境下，每一名化学教师更应当充

分结合学生发展特点进行知识体系的

构建，在减少“是不是”“对不对”问

题提出的同时，融入更多具有思考价值

的问题设置。在此基础上，每一名高中

生的开放性思维都能够被充分调动起

来，结合自己的认知以及学过的知识，

通过不断思考和研究，获取更加准确的

知识经验。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在传统教

学背景下完成了颠覆性的转变，在做好

新知识与旧知识融会贯通的同时，带着

驱动性和目标性实现了更为积极、有效

的探索。 

此外，在进行课程设计的过程中，

化学老师还应当结合现有书本知识对学

生的求知欲望进行引导，在化简为宜、

化整为零的教学引导下，将一些看似枯

燥乏味却有一定难度的知识转化为有阶

梯、有层次的衔接与过渡，在轻松的氛

围下帮助学生实现既定的化学学习目标

落地。 

2.3关注合作教学的应用 

高考改革下的化学教学十分关注对

自主合作教学手段的应用。为了能够保

证每一个化学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会

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将学生分为几个学

习小组，在布置好相关化学学习目标的

同时，为每一名学生进行合理分工，在

互动与讨论的作用下拉近学生与学生之

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有效沟通，使每

一名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化学学习带来的

快乐。 

另外，教师还会借助合作式教学等

手段，不断提升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竞争

意识，使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在原有的知

识基础上得到综合能力的提高，为他们

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高考改革背景下，教师还

需将多媒体教学作为整个化学教学过程

的重要辅助手段，对一些高考中十分常

见的题目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向学

生进行展示，让学生更加直观地加深对

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真正为学生

提供一个寓教于乐的平台。 

3 传统高中化学教学存在的

问题 

3.1缺少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可 

在过去的应试教学体系构建中，高

中阶段的化学教学更加强调“题海战术”

和“填鸭式”教学。在课堂上，学生紧

跟教师的节奏和思维被动地接受相关化

学知识的同时，也会采取死记硬背的方

式来“对付”高考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类

题目。这种教学手段虽然能够让学生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分数，却无法将化学知

识真正地渗透到学生的认知中，很容易

造成学生在步入高校后似乎对高中阶段

的化学知识“失忆”的现象。 

3.2缺少对日常应用的关注 

高中阶段的化学知识与学生的日

常生活其实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部分教师并没有

将化学实践与实际生活进行紧密关联，

而更多的是通过各种板书和实验图画

向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传授甚至是灌

输。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很难实现理论

与实践的有效结合，也无法对一些生活

中的化学现象进行灵活运用， 终成

为“高分低能”的应试人才，这种结

果是教育工作者都不愿意看到、也不能

接受的。 

因此，在新时期和新高考改革的大

背景下，化学教师必须紧跟社会发展需

要，从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角度出发，

对学生进行化学教学的导入和延伸，在

巩固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点的同时，提高

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 

3.3缺少教学思维的创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高中阶

段的化学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够从创新

教学思维的角度进行教学实践和改革，

那么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精力和

认知水平的提高。例如在高考改革前，

很多教师都是将书本上的各种例题进行

变形，这种教学方式让很多学生只掌握

了一些表面的知识，而没有从更加深入

的角度进行能力提升。若不有效地扭转

这种情况，一旦学生在考试中遇到一些

“超纲题”，将很可能会无从下手。 

4 高考改革下的化学教学策略 

4.1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在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每一名高中

化学教师都必须从转变授课方式和尊重

学生主体地位的角度进行思维模式的创

新和转变，在关注学生主体地位得到尊

重和满足的同时，为学生创造各种提高

平台，真正地帮助学生有效激发化学学

习的兴趣，强化主动学习的意识，提高

化学知识的理解度， 终达成学习能力

的内在提升，实现整个班级化学教学质

量和效率的提高。 

以高三化学学习为例，教师可以在

对高一化学“必修一”进行复习的过程

中，鼓励学生借助思维导图的方式自行

设计一些知识脉络的展示，从“唤醒被

遗忘的化学知识”的角度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终实现化学理论

和个人认知的双重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还可以通过引入知识分类、ppt设计、板

报设计、化学小游戏等方式调动学生的

认知积极性，通过“复习、讲解、辅导、

讨论、复盘、总结”的环节达到教师和

学生身份的互换，使每一名高中化学教

师都能够从讲台走到学生身边，成为学

生通往成功的引导者和陪伴者，在激发

学生主动消化化学知识的同时，实现其

整体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有效提高。 

4.2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新课改与新高考改革的过程中，教

师应当为每一名高中生的化学动手实践

能力的提升搭建一个有效的平台，真正

激发学生的多种化学技能，助力他们能

够在高考竞争中发挥出 佳实力。为此，

在实际化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一些

化学实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使学生的化学思维和应用能力能够得

到碰撞和升华。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满足

新时期下学生高考的实际需要，同时也

能够让他们未来迈向更高学府后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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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在独立

思考和自我复盘的过程中达到个人能力

的提高。 

4.3创新教师的教学思维意识 

在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每一名化

学教师还应当从教学内容的多元化角度

出发完成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延伸。新时

期下，高中化学教育和高考改革也在动

态发展中与时俱进，从生活化的角度来

引导学生掌握更多的化学知识和化学思

维模式。 

例如，在2019年某省的高考试题中

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道题“这四类生

活用品中，哪一类主要是由合成纤维制

造而成的？尼龙绳、宣纸、羊绒衫、棉

衬衣。”在这样一道看似简单的高考题目

中，不仅仅是对学生所掌握的化学知识

进行了考查，同时也对学生的生活观察

能力进行了相关的测试。 

因此，在实际化学教学过程中，化

学教师必须从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层面

出发，引入一定的生活化认知，提升学

生的创新性思维，为达成高考目标而不

断努力。 

4.4提升教师的多媒体教学水平 

在高考改革背景下，化学教师还应

当借助互联网技术丰富化学课堂教学内

容，提高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进而

提升学生的化学思维和认知能力。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高考改革需要

将一些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化学实验以多

媒体教学的形式进行展示，能够 大程

度上避免一些不安全教学因素的产生，

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理解和认知水

平，为高中化学教学理念的实施增加新

的助力。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科学分

组的方式对学生的基础学习情况以及课

堂接受水平进行评测，在做好分层教学

的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完成相关

的化学教学实验。一方面可以通过任务

驱动的方式让每一名兴趣爱好相同的学

生聚集在同一个小组中，借助互联网优

势完成一些立体的化学操作；另一方面

对于一些保守型的学生，则可以通过借

助多媒体教学互动性讨论的方式鼓励他

们开展有效地讨论和交流。以此不断挖

掘学生的内在潜力，以及提高学生的综

合能力和自我认知水平。 

此外，在实际化学教学过程中，教

师也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实际和考

试压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帮助学生学

会融会贯通，可以从多媒体教学的角度

导入一些生动的化学主题，引导每一名

学生都能够将化学学习、高考备战当作

是一次“难忘的游戏”，在卸下心理包袱

的同时，以更加轻松、积极的心态去迎

接各种挑战，将生活与高考改革进行紧

密融合，为个人成长提供支撑和帮助。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考制度改革的背景

下，高中化学教育从业者必须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不断强化自身专业知识，提

高教学素养和教学能力，在帮助学生取

得好成绩的同时，真正地提高学生的化

学应用能力，从而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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