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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1979-2009》共计收录了反映化学教学论学科建设研究、化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化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化学学习研究、化学实验教学研究等六个方面的69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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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教学内容的具体特征。教学内容的理论性、逻辑性较强，一般可采用讲授方式，并。除如
其分地穿插运用类比、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相对离散的知识，可以图表归纳、实验演示等直观手
段强化记忆；实验课的教学，融原理讲解、技能操作、问题讨论于一体，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2）学生的年龄和思维发展情况。初中学生经验型抽象思维占优势，应充分运用实验、图表、模型
、参观等途径辅助教学；高中学生理论型抽象思维逐渐占优势，理论讲授、专题讨论的比重可适当增
加。　　（3）学生的知识储存和潜在能力。当发现学生新旧知识因“衔接”不良难以“迁移”时，
应确定针对性复习的内容和复习的方式。如教师讲解“过渡性”知识，学生自觉指定材料，或采用课
堂提问、书面检查、补充实验等形式，弥补学生原有知识的缺陷。　　（4）班级集体的整体学习水
平。根据全班学生以往学习的成绩分布和对学科的兴趣程度，决定按一般进度教学，还是需施加个别
辅导。当较多学生学习不良或兴趣低下时，应制定整体改革的计划，在不加重负担的前提下，力求通
过多种方法的交替使用，提高学习的整体水平。　　（5）教学的时、空因素。教学方法的优选，一
定程度上受到教学进度和课时的约束。例如，“发现法”或”自觉指导法”相对“自由”，在规定的
课时范围内往往难以完成，因而限制了其使用价值。空间因素通常指教学的外部环境，如体育课的室
外活动、理化课的实验室教学、英语课的语音训练，所用的方法有别于教室内以讲授为主的一般方法
。前者在实验指导、技能训练、模仿分解等环节上重点加强。近年来形成的“边讲边实验”课型（又
称“随堂实验”，即教师讲授，全体学生按“指令”动手实验，以验证某些结论），要求讲、做协同
进行，通常只能在实验室环境中展开。　　（6）具体学科的特征。如借用“宏观”和“微观”的概
念解释教学方法，可将教学方法分成两类：一是决定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方法（如自学法、讲授法、
发现法等），或称宏观方法；二是与学科特征、教学内容密不可分的方法（如比较、观察、实验等）
，或称微观方法。宏观方法提供了一种“框架”，要使“静态”的知识转化为学生可接受的“动态”
信息，必须用微观方法去充实，离开后者，宏观方法有时将失去意义。例如，同是讲授，既可照搬教
材，平淡无味地讲，也可从假说、命题开始，经比较、类比、分析至综合，层层递进，有起有伏，讲
得扣人心弦。事实上，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想教学内容的逻辑结构有时对教学方法的选择起着主
导的影响，如观察法（地理、生物、化学）、分类法（地理、生物、化学）、类比法（化学、物理）
、演绎法（数学、物理）、归纳法（语文、数学、化学）、实验法（物理、化学、生物）、联想法（
语文、数学、外语）、史论结合法（历史、政治）、讲读法（外语、语文）等等，都体现了学科特征
、专业“熏陶”与教学方法的关系。[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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