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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Interest in Chemis-
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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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chemistr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chemistry teaching, including the clever introduction of new courses, creating a relaxed environment, playing the experimental role,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emistry and life, using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us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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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化学教学中学习兴趣的培养
施军

上海市环境学校，中国·上海 200135

摘　要

结合中学化学教学的实践，论文阐述了如何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巧妙引入新课、营造宽松的环境、发挥实
验的作用、加强化学与生活的联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课外活动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兴趣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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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因其知识点零乱、抽象，不

少学生存在学习兴趣不浓、厌学的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那么，怎样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呢？论文就此谈谈笔者的一些心得体会。

2 巧妙引入新课，引发学习兴趣

上好一堂课必须有个良好的开始，巧妙地引入新课，能

有效地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入新课要根据每节课的特点

采用不同方法，如情景导入、实验导入、提问导入、故事导

入、悬念导入等。例如，笔者在进行《如何防治空气污染》

这一话题的时候，就可以播放一些城市中的空气污染，这些

真实的生活情境往往对学生有很大的视觉冲击，这些画面不

但能够刺激学生的感官，使学生能够加深对空气污染的认识，

还能有加强学生的思考，进而能够产生责任感和使命感，从

而激发其学习兴趣，更好地完成相关课题的学习。

总之，新课的导入要能起到点拨思维、激发兴趣、承上

启下的作用。

3 营造宽松的环境，培养学习兴趣

在以往的化学教学中，教师往往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

而学生则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很难提高，也缺乏学习化学的兴趣。为了激发学生的

兴趣，就要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加强学生在课堂上的自主性，

具体来说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3.1 培养融洽的师生关系

心理学家罗格斯说过，创造良好的教学气氛是保证教学

的重要条件，而这良好气氛的创造是以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前

提。常言道：“亲其师而信其道”。因此，教师必须重视与

学生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应做到少批评，多鼓励；

课余时间多与学生加强感情沟通。要从学习、生活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施军（1969-），女，中国上海人，本科，九级

讲师，从事化学领域研究。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0.7406



146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0 期·2021 年 5月

去关心、帮助和爱护学生，使他们感受到教师的和蔼可亲，

以自己人格和情感的力量吸引学生，使学生喜欢上自己所授

的科目和课堂教学，为提高教学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创造平等、民主的学习氛围

营造和谐、民主、平等的学习氛围，是培养学生学习兴

趣的有效途径。例如，在探究浓硫酸的性质时，笔者对书本

上的“黑面包”实验根据实验的进程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如

为什么要在蔗糖里加少量水，这是利用了浓硫酸的什么性质？

再到后来蔗糖为什么会变黑，这又是体现了浓硫酸的什么性

质？最后看到了蓬松状的黑色“面包”生成及还伴随着刺激

性气味产生，这又是因为什么呢？这当中涉及的化学反应有

很多而且反应很复杂，浓硫酸的特性全部体现在里面，我们

没有必要要求学生能全部回答出来，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大胆

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与学生们一起相互讨论，得出正确的

答案。通过师生交流与讨论，让学生掌握了知识的同时也营

造了和谐的氛围，增强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3.3 善用生动、幽默的言行举止

化学知识往往比较抽象、晦涩难懂。为此，教师应该不

断提高个人素质，丰富自己的语言表达，在课堂教学中使用

的语言应简单明了、浅显易懂，讲课时做到满腔热情、抑扬

顿挫、富有激情，利用幽默、形象化的表达来使学生明白相

关的道理。

例如，在讲解离子共存问题的时候，教师在教学的时候，

可以将起反应的离子比喻成敌人的关系，一碰面就打架，所

以他们不能共存。这样学生就更容易理解离子存在与否的问

题。在教学的时候，只有充分融入学生，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才能用幽默的言行来激发学生的兴奋点，使学生保持听课的

兴趣，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

4 发挥实验的作用，激发学习兴趣

化学实验是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的最重要手段。生动

鲜明、变化无穷的实验现象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通过

观察实验现象、动手操作实验、分析实验结果，还可培养学

生的科学素质和各种能力 [1]。因此，课堂教学在重视教材现

有实验的基础上，应根据具体内容适当增补一些有效实验，

多给学生动手做实验的机会，更好地发挥实验作用。

例如 , 在讲钠跟盐溶液反应的性质时，笔者先是让学生

根据学过的知识推测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可能生成的产物，

再通过补充实验来得出结论的。因学生都急于想证实自己的

结论，因此观察实验特别认真，个个聚精会神。看完实验后

同学们疑窦顿生：“是怎么回事呢？”个个急切地追问为什么。

此时笔者引导他们从钠先跟水反应，生成的氢氧化钠再跟硫

酸铜反应进行分析，同学们思维活跃，讨论热烈，终于恍然

大悟，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5 加强化学与生活的联系，增强学习兴趣

化学知识不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实用

性，很多化学知识都能在生活中用到。作为化学教师，只要

我们善于把生活中的现象与学生所学的化学知识联系起来，

有效利用生活中的化学培养学习兴趣，就会激起学生进一步

探究的欲望。

例如，教师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铁生锈的反应条件，

可以在课前向学生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铁会生锈？铁刷了

油漆为什么不生锈？铁浸泡在水里会生锈吗？怎么才能防止

铁生锈？由于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学生在好奇心的驱

使下就会自觉地进行思考。经过这样的铺垫，不但增添了课

堂的趣味性，使学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还提高了学习的效果。

6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学习兴趣

实验心理学家特瑞赤拉的研究表明：人类获取的外界信

息中，83% 来自视觉，11% 来自听觉，3.5% 来自嗅觉，1.5%

来自触觉，1% 来自味觉，显然增加视觉、听觉信息量是多获

取信息最可取的方法。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教

育技术这一教学媒介，不仅可以使一些在课堂上难以讲清的

化学概念、化学规律的形成过程、复杂的化学反应和一些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能利用图片、动画等清楚地展示出来，

而且可以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的、新奇有趣的教学情境，能

大大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7 利用课外活动，延伸学习兴趣

化学教学中可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有针对性、趣味性、

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一方面使学生增长知识，另一方面也

使学生对化学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化学课外活动的内

容及方式很多，如“化学游戏晚会”“化学知识讲座”“化

学知识竞赛”等，可以每学期或每学年举行一两次。例如，“化

学知识讲座”可以讲讲“空气与水污染的危害、原因及防护”“温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0.7406



147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0 期·2021 年 5月

室效应的原因”“化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帮助学生认

识学习化学的重要性。也可以讲讲“道尔顿”“拉瓦锡”等

著名化学家的成才之路，使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端正学习

态度 [3]。

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可以带

领学生实地调查目前学生所在城市的环境污染情况，其中暗

含着什么样的化学原理，像“酸雨的形成”是工厂造成的二

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的，并鼓励学生探索解决酸雨

的途径。随着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的开展，学生的知识面得

到增长，知识视野也开阔了，因而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得到提高。

8 用成功的体验，巩固学习兴趣

所谓成功，即行为者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或获得了预期的

结果。行为者一旦取得成功便会产生愉快的情绪和体验。在

化学教学中，成功意味着学生在学习上获得进步和好评。因此，

教师的表扬与肯定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对那些学习困难学

生，一次好成绩的取得，教师的一句表扬和赞赏，甚或是一

种信任的目光，都会给他们以无穷的力量，使他们兴奋不已。

教师不仅要鼓励成绩优秀的学生更上一层楼，而且更要注重

发展后进生的潜在能力。教师应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成功的

机会，充分信任、尊重、爱护他们，善于发现、善于引导，

对他们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以坚定他们克服困

难的自信心。

9 结语

总之，兴趣是学生学习化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源泉；

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是每个化学教师的根本任务之一，

也是提高化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此，教师在教

学中必须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灵活采用各种教

学方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化

成“好学”“乐学”。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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