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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亲身经历化学学习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必备品格、关键能力和正确的价

值观 [1]。要想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教

师必须引导学生亲身经历化学学习过程。众所周

知，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

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

这决定了化学的教学方向：运用适当的教学模式引

导学生经历“发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这一过程。问题式教学模式恰好可以给予学

生发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

适合教师用来实施实验教学，落实化学课程目标。

一、问题式教学模式的理论概述

（一）问题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问题式教学模式由 Barrow 提出，最初运用于

医学教育领域，在取得良好实践效果的情况下，该

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其他教育领域。在被运用的过程

中，不同学者对该模式有不同的认识。例如，Barrow
认为，这是为学生提供问题解决机会的一个过程。

刘儒德认为，这是一种以学生为本，以问题为核心，

以解决问题为重点，以学生建构知识为关键的教学

模式。他还强调，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可

以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还可以提升自身的高阶思

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的发展水平。张婷婷认为，

这是一种以教学内容和具体学情为基础，以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来激发学生探究兴趣，推动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共

同之处，本文认为问题式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

本，以真实情境为载体，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基本过程，以师生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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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以学生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教学模式。

（二）运用问题式教学模式实施化学实验教学

的价值

第一，有助于扭转传统的实验教学局面。具体

而言，传统的实验教学以教师的“教”为主，学生

的“学”为辅 [3]。大部分学生往往只是观察教师的

实验操作过程，接受教师讲授的实验结论。而运用

问题式教学模式实施化学实验教学，可以让学生亲

身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过程，成为实验课堂的主人。在整个学习过

程中，大部分学生会在教师的引导下发挥主观能动

性，运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观察、分析、思考、

交流……最终顺利地解决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感

受到化学实验学习的乐趣，积累化学实验探究经

验，增强对化学实验学习的兴趣。之后，他们会主

动投身化学实验探究活动，将化学实验探究权掌握

在自己手中，真正地成为化学实验课堂的主人。

第二，有助于让学生通过亲身经历学习过程，

获得良好发展。例如，学生可以主动迁移已有认知，

积极与小组成员交流，共同确定实验方案，之后，各

组成员一起操作实验。在操作实验时，他们会仔细

观察、合理分析，获取实验事实。基于实验事实，他

们会进行论证推理、建构模型、推测物质及其变化

等，最终获得正确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会潜

移默化地锻炼科学思维能力、科学探究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合作学习能力等，从而提高核心素养水平。

二、问题式教学模式的实践策略

（一）情境驱动，发现（提出）问题

情境是指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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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用合适的资源、方式方法营造出的教学场景或教

学氛围 [4]。适宜的情境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推动学生展开自主合作和探究。因此，在运用

问题式教学模式实施化学实验教学时，教师要善于

创设情境，并以此为基础，引导学生发现并提出问

题，推动教学朝着深处发展。

例如，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大部分学生建构

了水能灭火的认知。基于此认知，他们认为水不能

生火。对此，教师可以在“钠与水的反应”教学过

程中表演“滴水点灯”小魔术，引发学生的认知冲

突。这时，大部分学生迫切地想知道原因。教师可

以明确告知他们：酒精灯的灯芯中藏着一块金属钠。

学生会主动提出疑问：“为什么将水滴入灯芯中藏

有金属钠的酒精灯时，灯芯会被点燃呢？”由此他

们的探究兴趣愈加高涨，纷纷调动已有认知，提出

猜想：“可能是藏在灯芯中的金属钠与水发生了反

应。”这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某地厂

房爆炸的新闻片段：某地厂房中存放了大量的金属

钠，由于厂房屋顶发生漏水，雨水滴落到金属钠上，

因此引发了一场火灾，消防员在接到报警后迅速赶

往事故现场，采用隔绝氧气的方法来灭火。在学生

了解新闻内容后，教师可以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疑

问。大部分学生开放思维，积极思考，提出了不同

的问题，如“为什么消防员采用隔绝氧气的方法来

灭火？”“为什么在灭火后，消防员不立刻对厂房进

行进一步的处理？”“为什么钠与水会发生反应？”“钠

具有什么性质？”等。教师可以赞赏学生踊跃提问的

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鼓励他们与小组成员一起分析、

解决以上问题。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大部分学生

联想初中化学知识，发现钠的性质活泼，具有较强

的还原性。这时，学生迫切地想验证自己的发现，教

师可趁机开展后续活动，让学生获得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机会。

由此可见，创设教学情境不仅可以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课堂，激发他们的探究兴趣，使其活跃思维，

踊跃思考、大胆猜测，从而锻炼科学探究能力，还

可以有效推动实验课堂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二）搭建支架，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是学生进行实质性探究学习的开端，是

学生解决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学生在分析问题的

过程中会始终发挥思维作用，不断地发现新问题、

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一步步地走向探究学习

深处，找到问题解决方案 [5]。需要注意的是，对于

大部分高中生来说，分析问题是一大难事。教师应

在尊重学情的基础上，以提出的问题为着眼点，搭

建合适的支架，引导学生分析问题。

例如，针对提出的问题“如何验证金属钠的还

原性”，教师可以搭建工具支架，借助多媒体设备呈

现以下资料卡。

一个试剂瓶中装有煤油，煤油中浸泡着钠。用

镊子将钠从煤油中夹出来，放到滤纸上。用滤纸将

钠表面的煤油擦干净后，用小刀切开钠的表面。

问题一：为什么要用煤油来保存钠？问题二：

从煤油中取出来的金属钠是什么颜色的？有没有光

泽感？问题三：可以用小刀切割金属钠的表面，这

说明了什么？问题四：切开的金属钠的断面有什么变

化？发生如此变化说明了金属钠有什么性质？

在工具支架的助力下，各组成员会有目的地操

作实验材料，认真观察、分析、交流，集中精力探

究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大部

分学生认真观察、思考，提出不同的问题，诸如“从

哪里可以看出钠的熔点低？”“为什么钠被切开后，其

表面会迅速变暗？”等。小组成员结合具体现象和相

关化学知识，认真作答，帮助彼此解决疑惑，建构

良好的认知。在整个问题分析过程中，大部分学生

能够汲取经验，建立起对金属及其化合物性质的基

本模型，这有利于他们今后自主探究其他金属及其

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提高科学探究水平

和模型认知水平。

（三）教师点拨，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实验教学的重头戏。解决问题以学

生的问题分析成果为基础，以教学目标为指引，以

教师的点拨为助力。简单地说，在学生合作分析问

题后，教师要搭建舞台，引导学生展示探究成果，并

以此为基础，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采用适当的方

式方法进行点拨，指引学生逐步解决问题，最终实

现教学目标。

例如，在学生合作分析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

质后，教师可随机选择一个小组，鼓励四名成员站

到讲台上，轮流讲述四个问题的答案及依据。在此

过程中，教师要认真倾听，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

有针对性地进行点拨。在教师的点拨下，大部分学

生不仅可以掌握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还可以

掌握利用氧化还原反应知识初步说明钠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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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之一是实验探究、掌握

钠与水的反应现象和结果。基于此，教师可搭建媒

体支架，利用多媒体技术演示金属钠与氧气反应的

实验，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思考问题：“在实

验操作过程中，为什么要将用完的钠放回原试剂瓶

中？”大部分学生通过迁移已有认知可发现：因为钠

会与水发生反应，导致起火。在建构这一化学认知

的基础上，学生还会形成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之后，教师可以依据教学目标，利用多媒体技术搭

建工具支架，鼓励学生安全地操作实验。

向烧杯中倒入 50 ml 水。向水中滴加几滴酚酞

溶液，并快速放入一块绿豆大小的金属钠。将一块

玻璃片迅速地盖到烧杯口上，观察实验现象。

问题一：在该实验中，钠与水发生了什么反应？

问题二：该反应会产生什么现象？或产生什么物质？

为了帮助学生顺利地解决问题，教师可顺势搭

建如下图表支架（见表 1）。
表1

实验现象 原因

在支架的辅助下，学生会迁移已有经验，自主

操作实验、认真观察、思考，主动地与他人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他们会将两个主问题分解为不同的

子问题，如“将钠放入水中后，钠会在水中处于什

么位置？这说明了什么？在水中，钠的状态发生了

什么变化？钠是如何运动的？向水中滴加含有酚酞

的溶液，颜色发生了什么变化？这说明了什么？”，然

后再有目的地进行探讨，认真地填写图表，最终学

会从元素种类和气体性质角度来分析钠与水的反应

产物，积累化学探究经验。

同样，教师可引导学生展示探究成果，了解他

们的探究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钠与水反

应时生成的碱性物质是什么？”“可以从哪些方面进

行分析？”“钠与水反应时生成了什么气体？”在问题

的驱动下，全体学生会在脑海中描绘实验现象，从

元素的种类、气体性质、化合价等角度进行分析，获

取问题答案，并踊跃展示。

这样，在学生的不断展示、教师的不断点拨下，

大部分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不同角度思考、

分析、总结实验现象，最终解决问题，深刻地认知

钠与水的反应现象、钠的化学性质等。在整个过程

中，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有利于提高其

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等，建构良好的思维品质。

同时，一些学生还可以在此过程中感受到化学变

化，形成变化观念；可以借助实验解决问题，提高

自身的实验探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三、结束语

总之，运用问题式教学模式实施化学实验教学，

可以让学生亲身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这一过程，牢牢地将学习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化学实验课堂的主人。在学

习过程中，学生会彰显自己的主体地位，运用恰当

的方式方法进行探究，建构深刻的认知，同时潜移

默化地发展核心素养。教师则会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增强教学引导能力，提高专

业水平。因此，教师应在正确把握化学实验教学本

质的基础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善用问题式

教学模式实施实验教学，选用适当的策略引导学生

经历化学实验探究过程，促使其在不同方面获得发

展，实现教学相长，切实提升化学实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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