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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任何时期的学生来说，自主学习能力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这对学生学习以及未来的生活发展都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高中时期的化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使得学生能够运用自主学习进行知识的探索和理解。

本文便针对加强高中化学教学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展开一些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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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以往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当下的高中化学教学模式仍然存在

着教学方式单一、课堂气氛沉闷等情况，这无法对学生的学习习惯进行

良好的培养，还会使得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丧失化学知识的学习兴趣，

更无法实现自主学习的教学目的。因此教师应该积极主动的对自身的教

学方式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1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原则 
1.1 实验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 

高中化学是一门实践性以及理论性都非常强的学科，教师应该在教

学的过程中重视实验和理论的结合，改变以往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思

想。要引导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自主学习，并以此作为基础，来提高自

身在实验教学时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1.2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 

教师要迎合新课改的教学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做

到以学生为本，适当的将时间以及空间进行释放，增多学生自主学习的

机会，要化身为一个指引者，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以

及生活上的困难，并且和学生成为朋友，能进行平等有效的对话，将学

习主导权还给学生，以此逐渐的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2 高中化学教学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 
2.1 教师要提高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视程度 

想要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提高，教师的实际教育行动就不能

流于形式和口头上，而是对此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用实际行动将培

养计划进行落实。 

首先，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引导，

并且让学生能够有效的意识到自主学习能力对以后的学习以及发展有着

巨大的重要性，使学生主观意识中对自主学习进行认可和肯定。其次，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给予学生如何进行自主学习的学习方法，让学

生学会如何进行化学知识的自主学习。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化学“硫及其化合物”这节内容时，由于

学生对于化学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

主预习，并且在预习的过程中进行自主学习，当然教师一定要给到学生

自主学习的方法。首先课本上的内容便是学生进行知识预习的 直接教

材，可以让学生先去理解一些相应的概念和化学符号，让学生对这些知

识点先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紧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合理利用网络学习资源

去查找硫及其化合物都有哪些，并且都有什么不同的性质。让学生通过

预习进行知识的探索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使得学生对所要学

习的知识有一个大概的掌握，同时还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扩展一下相关的

化学知识面。当正式上课的时候，学生就能够结合自身的预习结果与教

师的教学内容产生相应的共鸣，进而激发自身的学习兴趣，同时还由于

利用网络学习资源拓展了相应的知识内容，因此可以对教师提出的问题

举一反三，形成一种自豪感，如此一来学生会更加愿意进行自主学习，

并以此来不断满足自身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这有效的促进了自主学习能

力的提高。 

2.2 结合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对自主学习的兴趣 

化学知识与生活实际息息相关，有关化学反应的现象在生活中也比

比皆是，因此对于化学知识来说，生活也许是 好的教师。因此教师应

该结合生活实际展开教学，使学生能够认识到化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实用

性以及必要价值，继而产生学习兴趣，能够主动的去探索化学知识的奥

秘。教师要引导学生要学有所用，因为化学知识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

学科，课堂上的一些简单的实验并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借助

生活实际，让学生养成一种善于发现化学问题的习惯，并且主动的运用

自身所掌握的化学知识进行解答，从而体验到化学的趣味性，并且拥有

一种成就感，这将有效的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能力的提升。 

例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构建一些生活问题情境，如：

“为什么蒸馒头的时候要放一些小苏打呢？”、“同样都是蜡烛，为什么生

日蜡烛的火焰可以呈现出五颜六色而普通的蜡烛却不行呢？”，通过这样

的一个问题情境构建，将学生的思想带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激发学生思

考兴趣的同时，让学生展开自主的交流和分析，结合生活实际与所学的

化学知识进行相应的解答，无论学生回答的正确与否，学生运用自主能

力进行学习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当学生回答完毕之后，教师根据一些化

学原理对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如此一来不仅能够让学生对化学知识理

解的更加清晰透彻，还能够引导学生用化学知识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

一些化学现象，从而进行相应的解答，当解答不出来的时候也能够主动

的去探究原因，形成一个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布置一些生活作业，让学生主动寻找

生活中的一些化学问题，进行解答，或者干脆给出生活中的一些化学问

题，让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答案。如：“厨房的油烟污渍用什么办法能够

快速清除？”等，当然教师提出的问题要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既能够贴

合生活实际保证趣味性和值得探索性，又具有一定的深度却又不脱离教

学的本质。 

3 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自身首先就要做出

改变，要遵循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对传统的教育模式展开更新和改革，

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并且不断提高自主学习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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