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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高中教育以后，很多初中基础薄弱的学生也进入

高中接受教育。在提倡素质教育，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今天，

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化学课程重视基础的教育，化学素养

的培养，进入高中以后难度大增，对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农村中学的初高中教学衔接问题更是

一大难题，高中化学教学困难重重。处理好初高中化学教

学的衔接能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为高中化学的学习

开好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笔者 2021年已是第

五届高一化学教学，结合在教学中的实践，谈谈对在新课

程背景下农村中学基础薄弱学生的初高中化学教学衔接的

思考。

初中化学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初中化学主要

要求学生掌握简单的化学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化学用语、

基本理论、元素化合物知识、基本化学实验技能、简单化

学计算及化学在日常生活、生产及科学研究的应用，要求

较低。中考化学也多数基础的记忆性知识，和非常简单的

应用。

高中化学是在初中化学基础上实施的较高层次的基础

教育，化学知识逐渐向系统化、理论化靠近，要求学生对

化学原理进行理解，深究原因。学生更多的是强调化学知

识的灵活应用。所以高中化学学习，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一考就砸，关键是应用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

思考不够。

初中阶段把化学最基本的框架已展现给学生，所学习

的知识也非常基础和有限，但是进入高中以后不光是学习

新的原理和理论知识，还有很多化学知识是在初中的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和加深。

①进入我们学校高中学习的很大一部分学生，学习习

惯不太好，成绩也不太好（中考成绩四百多分的）大有人在，

要知道重庆很多重点高中都是 650分以上，这些学生初中

化学基础知识学不到位，如元素符号写不全、化合价记不住、

化学式写不好、化学方程式更写不出来，简单来说化学还

没有入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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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化学入门知识开始，点燃学生学习化学的求知欲望，

再艰难地步入高中化学的学习。

②有些知识初中已经学习过，但比较基础，高中还需

要进一步拓展和加深。这些知识可能在初中考虑到初中学生

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基础有限，有些概念为了方便学生理解导

致不够科学和准确，在高中来提法可能就会更加精确，这样

与初中的提法有些偏差，就容易造成学生学习上有困惑。例

如，氧化反应、还原反应的概念，初中是从得失氧角度来分，

是狭义的概念，而高中则是从化合价升降（特征）、电子得

失（本质）的角度来分，是广义的概念，这就颠覆了学生初

中阶段对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的认识，在高一化学的学习过

程中就发现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是同时发生的，在初中化学

中任意一个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在高中来都是氧化还原反

应。因此初中化学的概念处于初级阶段，形象易学但不够全

面，适合初中生的接受特点，而在高中化学要学习新的更为

科学全面的理论，这就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

③新课标初中教材与高中教材的知识体系还存在脱节

的现象，在高中化学教学中重点要求的内容在初中可能要求

了解或根本没有涉及 [1]。如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初步知识、

酸性氧化物的概念及与非金属氧化物的关系、电离的概念以

及溶液导电性及酸、碱、盐的电离方程式等。

④初中化学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容易遇到，在化工生

产和科学研究中初中化学知识远远达不到要求，这就会引入

新的理论知识。例如，初中化学中从宏观的质量角度认识溶

液的溶质的质量分数，但是高中化学从微观的粒子数目，粒

子的物质的量角度来认识溶液中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这在

学生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的概念，使得学生对物质的量浓度

感觉非常陌生、抽象、难以接受，这就需要教师从溶液中溶

质的质量分数自然过渡到溶液中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

初中化学教学，由于初中化学知识主要是入门，相对

来说比较基础简单，但是初中学生认知水平有限，教师讲解

性较多，这样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发展。高中化学

也有它自己的特点，教材内涵丰富，教学要求高、进度快、

容量大、难度深，知识的重难点更复杂，习题更多是灵活应

用，而且高中教学侧重对学生思想方法的渗透和思维品质的

培养，并且新的教师教学风格肯定有改变的，这就很可能让

刚进入高中的学生不适应或怀念初中老师的教学风格。

通过与初中教师的合作交流，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交流

的重要性，这使得我们在初高中化学衔接教学中更加心中

有数，事半功倍。比如讲物质分类时，提到酸碱盐的定义

时，学生没有反应。课后，我给初中的化学老师打了电话，

才知道初中仅仅是认识常见的酸碱盐，并没有系统下定义。

因此，我从初中的常见的酸碱盐来观察、归纳它们的特点，

再引出定义：“电离时生成的阳离子全部是氢离子的化合物

叫酸”“电离时生成的阴离子全部是氢氧根离子的化合物叫

碱”“电离时生成金属阳离子（或铵根离子）与酸根离子的

化合物叫做盐”，这样就使得学生对酸碱盐就有更进一步的

系统的认识。

教师不光是钻研高中化学教材，还要认真钻研初中化

学教材，熟悉初高中教材的体系和内容。要明确哪些知识点

在初中已经基本解决，哪些知识点应该在初中解决而实际并

未完全解决，哪些知识点应在高中拓宽和加深等，做到心中

有数，有效地做好铺垫，调整好教学内容和难度。例如，在

初中化学中复分解反应条件为：有水、沉淀、气体生成，而

这不能满足高中的化学反应，条件应拓展为：有难电离物、

难溶物、易挥发的物质生成。在初中化学中化学方程式的计

算很多学生都感觉困难，在高中来，又学习了用物质的量来

计算，这就要求对初中的用质量计算的方法复习深化后再引

入物质的量来计算的方法，并进行两种方法的对比，从而更

全面系统的理解高中化学计算的方法。

初中化学的学习内容少，难度小，很多学生不用做太

多习题就能掌握，但是进入高中后，化学内容难度加快，课

堂容量大，光靠课堂 40分钟是远远不够的，要理解消化新

课内容，又要完成大量练习来巩固，刚进入高一的学生还一

时无法适应，再加上学生自觉性差，贪玩，课后时间花得非

常少，这样就使得很多学生一段时间后感觉初中化学学起来

很容易，但是高中化学学不懂了。因此，教师要重视这种时

间和学习节奏上的变化，引导学生适应高中的紧张的学习

生活。

高中化学与初中化学有明显的区别，根据高中化学知

识的深度、抽象性等特点，再按照初中化学的学习方法肯定

在高中是行不通的。化学知识点众多，分散，零碎，因此要

进行有效分类，理解记忆。教学过程中，可用联想、类比、

归纳等方法帮助学生把表面庞杂的知识按照一定的规律，由

点连线、由线串成面、织成网，以便进行有序贮存，同时也

能让学生真正理解物质性质的内在规律性。科学的学习方法

会使学生获取知识和提高能力而受益终生。掌握了科学的方

法，大脑便能迅速地将知识块分解、选择、迁移、转换、重组，

促进问题得以解决 [2]。独立解决问题是学生学习能力的一种

自我表现，这种“自我表现”的机会越多，学生学习的信心

就越强，兴趣就越浓。因此，教师在设计习题时让学生从解

题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

于基础差的学生，应该多予以关注，提出比较适合她的问题，

并适时鼓励。

我们学校高一新生在初中化学的学习习惯不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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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也不高，所以教师可以从指导学生改正不良的学习习

惯出发，引导学生步入学习化学的正轨。对于学习积极性不

高的同学，可以加强与他沟通，多关注他，发现他的某一方

面的闪光点并及时予以鼓励，这样让他感受到老师的关心，

使他觉得不学好化学就不好意思，转化一个差生教师也会感

受到其中的喜悦。适应高中化学学习还要求教师一定要明确

要求学生及时复习，温故而知新，遇到问题，要善于思考，

追问为什么，做到真正理解，实现举一反三。课堂上要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让学生动起来，没有互动，学生

就很容易走神，对于学生的提问，老师不需要直接给出答案，

可以引导学生一步一步思考，给学生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

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3]。

总之，农村中学的初高中化学教学的衔接，不单单是

知识的衔接，更是教师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法、学习习惯

和师生情感的衔接，只有综合考虑学情、新课标和教学大纲、

教材、教法等诸多因素，才能更好更有效地使化学基础薄弱

的学生重燃学习化学的欲望，真正走入高中化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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