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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exploratory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By	outlining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quiry learning,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inquiry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scenario	creation	and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quiry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was	summariz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inquiry	learning	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interest	of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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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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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旨在探讨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效果。通过概述探究式学习的概念和特点，提出了具体的探究式学
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包括情境创设和实验探究等，总结了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效果，发现探究式
学习可以提高高中化学教学的学习效果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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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探究式学习的理念介绍

1.1 探究式学习概念
探究式学习是一种基于问题和主动性的学习方法。它

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实践应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在探究式学

习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习的引导者和指导

者。教师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励他们提出必要的

问题，并指导他们探索和研究。同时，探究式学习重视培养

学生合作与流程能力，通过小组合作、讨论和同辈建议等

方式促进彼此之间的互相学习成长。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

学生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和自主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和实践。这种学习方式激

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和精神，培养他们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将学习知识与实际活动结合，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提供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地培养学生综合思

考和创新能力，使他们具备判断思维和决策能力的综合学习

能力。

1.2 探究式学习特点
探究式学习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充分发挥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主动参与探究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知识。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引导学生解决真实、有意义的问

题，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这些问题往往具有一定

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寻求答

案。探究式学习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它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

问题和观点，并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不同的

探究方向和方法。这种开放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批判性思维。

探究式学习首先强调实践性，它鼓励学生通过实践、

实验和观察等活动来验证假设、解决问题，从而加深对知识

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其次还具有合作性。它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集

体讨论和合作解决问题来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

能力，这种合作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交技能和人际交往能

力。最后，探究式学习要求学生在探究过程中进行反思，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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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自己的理解和学习能力，从而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学习

策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总之，

探究式学习是一种积极、主动、开放和实践性的学习方法，

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

2 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策略

2.1 问题情境的创设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探究式学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

学方法。在探究式学习中，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

内容创设一个真实、生动的问题情境，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并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到探究过程中。在创设问题情境时，教

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已有的化学知识，选择与学生

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或者选择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和好奇心

的问题。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实验来创设问题情境。例如，

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现象，并思考如

何用化学知识来解释这些现象。这个问题情境不仅可以引起

学生的兴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在创

设问题情境时，教师需要注意问题的难度和开放性。问题难

度要适中，既要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又要能够让

学生通过探究得到答案。

问题的开放性要大，能够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

寻求答案，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例如，

在高中化学课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不同物质在水

中的溶解现象”，并提出问题：“为什么有些物质能够在水

中溶解，而有些物质不能？”此外，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

些实验器材和药品，让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并

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2]。

例如，在探究“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现象”时，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设计以下探究方案：

①确定探究目的：探究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现象。

②准备实验器材和药品：烧杯、玻璃棒、不同物质（如

食盐、糖等）、水等。

③实验步骤设计：将不同物质分别放入烧杯中，加入

适量水，用玻璃棒搅拌，观察溶解现象并记录。

④实验结果处理和分析：对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现

象进行观察和记录，分析不同物质的溶解能力差异。

⑤结论总结：总结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现象和规律，

得出结论。

通过具体应用和实施步骤，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

学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

动性，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和探究能力，促进合作学习和自

主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通过创设真实、生动的问题情境，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探究过程，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2.2 实验探究
实验是化学学科的基础，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实验探

究是探究式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实验探究，学生可以

亲自动手操作，观察实验现象，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化学知识。

例如，在教授“酸碱中和反应”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通过实验探究的方式了解酸碱中和反应的过程、条件和产物

等。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混合后

的现象，记录反应的温度、颜色和气体等情况，然后让学生

思考酸碱中和反应的实质是什么，如何用离子方程式来表示

这个过程。接下来，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探究不

同浓度的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混合后的反应情况。学生可以

通过改变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反应温度和混合比例

等条件，观察反应现象和数据的变化，然后让学生分析和比

较不同组实验的结果，思考酸碱中和反应的条件和影响因

素。其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帮助学生理解实验的原理和步骤以及如何分析和解释实验

结果。同时，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让他们通过集体

讨论和合作解决问题来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

力。最后，教师可以让学生总结实验的结果和结论，并反思

自己在探究过程中的学习和理解。这种反思性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元认知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同时，也可以让学生进一

步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酸碱中和反应的知识。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应用实验探究通过让学生亲自动手

操作、观察实验现象和分析实验结果，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探究过程，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2.3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一种重要的探究式学习方法，它可以帮助

学生通过集体合作解决问题，并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

沟通能力。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自主选择探究题目，并组成小组进行合作探究。例如，在探

究“不同金属在酸中的反应情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

进行合作探究。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探究题目，像探究不同金

属与盐酸的反应情况、探究不同金属与稀硫酸或稀盐酸的反

应情况等 [3]。学生可以分工合作，进行实验设计和操作，记

录和分析实验数据，得出结论并分享学习成果。

在合作学习中，教师需要制定合作探究的计划和方案，

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帮助学生了解合作探究的目

的和方法。同时，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合作过程和交流情况，

鼓励他们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在合作探究结束后，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进行总结和反思，评估自己在探究过程中的学习和

理解，并反思自己在合作探究中的表现和作用。通过合作学

习，学生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和提高。同时，

合作学习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提高

他们的社交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

2.4 总结评价
通过总结评价，学生可以明确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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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改进和提高。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情况

对教学策略进行调整和优化。

例如，在教授“氧化还原反应”这一课时，教师可以

通过总结评价的方式让学生了解自己在氧化还原反应相关

知识方面的掌握情况。首先，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

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包括评价内容、评价方

法和评价时间等，然后教师可以通过课堂表现、作业、测验

等方式来收集学生的评价信息。在收集信息时，要注意避免

单一的评价方式，尽可能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以保证信息

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完成一些针对性

的练习题，观察学生的解题思路和答案准确性，从而了解学

生对氧化还原反应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收集到的评价信

息进行认真分析，了解学生在氧化还原反应方面的优缺点。

例如，教师可以发现某些学生在氧化还原反应的配平方面存

在问题，或者在某些氧化还原反应的类型判断上存在困难。

根据学生的表现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又如，对于在

氧化还原反应配平方面存在问题的学生，教师可以加强相关

知识的讲解和练习，提供一些配平的技巧和方法。对于在氧

化还原反应类型判断上存在困难的学生，教师可以重点讲解

不同类型的氧化还原反应的特点和判断方法。

3 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效果

探究式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与传

统教学方式相比，探究式学习不再是教师为主导的单一传授

知识，而是让学生主动参与探究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知识和技能。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更加感兴

趣，并积极参与到探究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

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探究能力。在探究式学习中，学生需要

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

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个过程需要学生具备较高的科学

素养和探究能力，而通过不断地探究实践，学生可以逐渐提

高自己的探究能力，并形成科学思维和科学态度。可以促进

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在探究式学习中，学生需要组成小组

进行合作探究，这不仅可以让学生在探究中获得知识，还可

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同时，探究式学习

也需要学生自主制定探究计划、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等，这

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后，探究

式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探究式学习中，学生需要不断地思考、分析、判断

和解决问题，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识，还可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同时，通过探究式学

习，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化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提

高化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4 结语

通过应用和实施探究式学习，高中化学教学可以取得

良好的效果。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他

们的科学素养和探究能力，促进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探

究式学习值得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广泛应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邓崇艳.高中化学课程中“探究式学习”策略的实践与效果分析

[J].高考,2023(20):120-122.

[2] 杨虹.利用问题情境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开展探究式学习的策略

[J].高考,2020(28):90+92.

[3] 刘喜.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J].高中数理

化,2019(2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