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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高中化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袁包含了
大量抽象尧零散的化学公式及化学元素袁同时部分化
学反应现象不易观察袁将使学生在实际开展化学知识
学习期间袁无法系统地把握知识框架袁缺乏必要的化
学思维脉络袁影响其化学学习成效遥为解决以上问题袁
本文围绕思维导图提出有效解决高中化学学习问题

的方法袁利用完善问题架构尧增加问题层次的方式拓
宽思维广度尧提升思维深度袁确保现有教育教学方式
真正满足化学学科问题化学习需要袁培养学生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袁有效提高其化学成绩遥
揖关键词铱思维导图曰高中化学曰问题化教学
为充分锻炼学生对各类化学知识点的运用能力尧

帮助其培养良好的化学学习思维袁进一步达到强化化
学学科素养的目的遥教师需积极调整现有教育教学方
式袁引进较为先进的思维导图学习方法袁避免利用死
记硬背尧 生搬硬套的记忆方式掌握各类化学知识袁帮
助学生自行厘清知识脉络袁构建较为完善的化学知识
体系袁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知识理解力尧记忆力袁加快
解题速度及提高正确率袁为后续学生学习更加深奥的
化学知识奠定坚实基础遥
一尧思维导图与问题化学习
思维导图主要是围绕具体的知识点袁以分析问题

为抓手尧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学习方式袁而问题化学
习则要求学生以发现问题尧开拓思维尧解决问题尧反思
总结为主线开展有序学习袁 全面提升自身能力素养遥

就高中生而言袁通过提出问题可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袁引导其自行完成知识迁移及经验建构曰就教学
而言袁则可利用适当加大问题难度的方式锻炼学生的
思维能力及理解能力袁并由此打造集学生尧课堂尧教师
于一体的问题设计模式遥在实际开展问题化学习期间
引入思维导图法袁可帮助学生在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巩固所学内容袁理顺现有知识脉络袁全方位提升
学习趣味性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遥
二尧运用思维导图开展野问题化学习冶实施策略
渊一冤基于思维导图提出具体问题
善于发现并勇于提出问题是引导学生开展问题

化学习的重要手段袁通过提出难度适宜的问题袁可充
分调动学生的探索欲及求知欲袁使其自觉参与问题解
答过程袁提高学习主动性遥 在实际开展高中化学教学
期间袁教师可首先利用思维导图提出较为清晰的问题
框架袁以此鼓励学生从中发现问题袁主动开展研究探
讨活动遥 随后袁教师可鼓励学生结合现有教材知识点
重新制作问题导图袁以此提高学习针对性袁不断完善
现有知识框架体系袁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袁有
效拓宽其学习深度及广度遥
以人教版必修 1第三章叶金属及其化合物曳为例袁

在复习本章内容时袁教师可围绕野元素化合物冶设计思
维导图袁并由此搭建问题框架袁鼓励学生结合自身学
习能力及知识积累袁设计问题导图袁从理化性质尧制备
方式尧实际应用等方面完善框架内容袁以此进行自主

维导图下的高中化学问题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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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袁巩固旧知识袁提出新问题袁并将自己的想法及解
题思路重新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呈现出来袁以便开展后
续的交流探讨袁 通过思维碰撞丰富现有导图内涵袁进
一步满足知识拓展需要遥如在掌握金属单质这一知识
点时袁学生可在教师的帮助下设计如图 1所示的问题
导图袁并由此进行问题化教学袁结合小组讨论尧组间共
享等方式提高高中化学学习效率遥

图 1 金属单质问题思维导图

渊二冤结合思维导图开展问题分类
针对已经提出的问题袁全体教师需深入了解学生

的学情袁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设计不同的问题类型及
难度袁并结合分类标准进行问题归纳袁以便充分提升
学生思考全面性及深入性袁挖掘各知识点潜在的内涵
要素袁保证问题分类科学性遥 在实际开展教育教学期
间袁教师需提前掌握核心问题袁并围绕教学重点设计
有效问题袁再结合分类法袁使其满足学生由浅及深尧循
序渐进的学习需要遥
以人教版必修 1第三章第一节 野金属的化学性

质冶为例袁教师在引导学生掌握不同金属元素的知识
点时袁可将各类问题分为以下四个层次遥一是基础层遥
需要学生较清晰地记住铁尧铜尧铝等金属单质及其化
合物的理化性质遥二是提升层遥要求学生理解金属产
生氧化尧腐蚀等现象的发生机理袁并掌握具体的保护
措施遥三是延伸层遥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点后进
行实际应用袁如配置氯化铜尧硫酸铁尧硫酸亚铁等溶
液遥四是拔高层遥需要学生了解工业制备氯化铁尧硫酸
铜等溶液的方法遥 结合思维导图袁可将各问题进行细
分袁 帮助学生结合现有图示从基础性知识进行学习袁
并将各知识点有序串联起来袁 搭建完善的知识框架袁
提高化学学习条理性遥 针对基础层问题袁教师可引导
学生回忆课上所学知识及具体教材内容袁由此解决问
题袁整体学习难度较低曰针对提升层问题袁教师需帮助
学生对各类易混淆的知识进行比较分析袁利用内容加

工尧推理总结的方式得到答案曰针对延伸层问题袁教师
可鼓励学生结合具体的学习情境及生活经验解决问

题袁理顺不同知识点间存在的关联性曰针对拔高层问
题袁教师需指导学生结合化学反应规律及实验规则对
问题进行全方位判断袁并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袁围绕
具体的问题内容进行想象创新遥

渊三冤利用思维导图明确考点信息
在开展高中化学学习期间袁教师应着重关注考点

信息袁 结合思维导图的方式有效提升问题化学习效
率袁保证学生复习质量袁提高其思维活跃性遥结合实际
情况来看袁教师需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生学情袁结合考
试出题点设计具体问题袁 以此鼓励学生自行开展学
习尧复习活动袁积极提出自己的疑问袁并利用分组讨论
等方式得到正确答案遥最后做好教师评价工作遥在此
期间袁教师应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内容进行整合尧概括袁
引导学生自行解决难易度较低的问题袁并在教师的指
导下讨论较难问题袁 逐渐加大学习难度及提高深度袁
并对考试要点进行归纳总结袁交流有效的记忆方法及
学习规律袁真正做到取长补短袁提高学习质量遥教师将
具体考试要点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袁可
帮助学生快速厘清问题解决思路袁并归纳类似问题的
解决方法袁加快其解题速度袁提高作答正确率遥结合以
往学生常见的学习问题袁教师可从解题目标尧已知条
件尧推导条件尧解题方式尧遗漏条件等角度设计思维导
图框架袁进一步把握学生讨论方向袁避免陷入混乱尧焦
虑的情绪袁提高解题效率遥
以人教版必修 1第二章第二节野离子反应冶为例袁

教师可提出问题院不同离子间能否发生反应钥 或离子
可否大量共存钥由此袁学生需要从溶液酸碱度尧离子颜
色尧特殊性尧化学反应能力等方面进行分析袁重点围绕
离子的共存特性设计思维导图袁 并制定看清题干条
件尧观察反应现象尧结合所学知识尧提出特殊条件的问
题解决流程袁标注好具体的考试要点袁鼓励学生自行
以野离子共存判断冶为主题设计问题导图袁以此有效降
低学习难度袁帮助学生牢牢掌握相关知识点遥

渊四冤借助思维导图设计合作学习
利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可有效提升学生的探究学

习能力及团体协作能力袁增强化学问题解题效率遥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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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在实际进行问题解答环节袁教师可结合现有思维
导图袁鼓励学生自行分组袁开展合作学习袁使其可在目
标明确尧 分工有序的学习活动期间养成取长补短尧相
互帮助的学习习惯袁并以小组为单位设计框架结构相
对完整的问题导图袁提高思考全面性尧创新性袁保证化
学学科学习质量遥
以人教版野化学与技术冶第二单元课题 1野获取洁

净的水冶为例袁在设计具体的学习问题时袁教师应依据
学生的学情科学分配各合作学习小组袁并提出如下问
题院 自然界中存在的水资源大多包含各类细菌杂质袁
且其主要构成成分为蛋白质袁 结合实际生活经验袁提
出消灭细菌的可行方式遥 由此袁各小组可围绕该问题
要点进行讨论分析袁提出化学软化法尧混凝法等多种
细菌消杀方式袁并比较其使用条件及优势袁最终绘制
出科学可行的思维问题导图袁 通过组内讨论的方法袁
完善思维导图框架袁保证内容精确性及完整性遥 同时
也需要在组间进行交流沟通尧经验共享袁确保在合作
学习中探究多元化解题方式袁满足不同条件下的解题
需要袁充分锻炼学生的开放创新思维能力遥

渊五冤使用思维导图解决实际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袁各类化学知识与实际生活息息

相关袁如果教师可在开展课堂授课期间积极引进生活
化问题袁就可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解题能力及学习积极
性遥 教师应站在学生的立场科学选择化学教学素材袁
引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详细阐述并深入分析

生活中常见的化学现象及问题袁进一步帮助学生在制
作问题导图期间锻炼解题思维袁 提升思考深入性袁丰
富其知识储备量遥
以人教版野化学反应原理冶第四章第二节野化学电

源冶为例袁教师可在课前导入阶段提出问题院在实际生
产生活中袁各类电气设备的运行均离不开电池袁那么
电池具体可起到什么作用钥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能源具
有哪方面的使用优势钥 通过提出这一问题袁教师可引
导学生从生活中寻找答案袁并充分激发其讨论尧探索
的热情遥 在教师的指导下袁学生可绘制出基本思维导
图框架袁并在实际授课环节不断丰富导图内容袁使其充
分认识到电池在高效供能尧维护更换尧能源转化等方面
的使用优势袁 由此对生活中常见的各类化学电池进行

有序分类袁结合思维导图探究其构成元素尧使用优缺点
及具体的反应过程袁帮助学生加深对电池知识的了解遥

渊六冤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总结
做好教学总结工作可帮助学生全面梳理现有教

学体系及知识框架袁 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及记忆袁这
有助于培养学生灵活解题的思维能力遥为进一步凸显
课堂总结活动的作用袁教师可结合思维导图法为学生
呈现出相对立体尧多元的知识网络袁引导其了解并掌
握多元化解题技巧袁使得学生可在不断地深入沟通交
流中锻炼思维能力遥
以人教版野物质结构与性质冶第三章野晶体结构与

性质冶为例袁为使学生可掌握较为清晰的知识脉络袁并
灵活利用不同的解题方式解决同一问题袁教师可在教
学总结期间以自己制作的思维导图框架为例袁引导学
生回忆并解释各思维导图要点及内容袁给予学生相互
评价尧个人反思的时间袁促进学生间的交流互动遥 在学
生总结后袁教师可额外展示条理较为清晰尧内容更加完
整的问题导图袁使其可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袁及时帮助
学生做好查缺补漏袁丰富解题技巧袁掌握知识要点遥
三尧结束语
综上所述袁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学科教学中得到

了充分的应用发展袁并结合人本主义尧建构主义等多
元化教育理念袁保证了思维导图的实际应用成效遥 教
师可围绕思维导图提出具体问题尧 开展问题分类尧明
确考点信息尧设计合作学习尧解决实际问题尧进行教学
总结袁以期在提高化学学习趣味性的同时提升学习效
率袁帮助学生解决课本及生活中的问题袁有效锻炼其
综合素质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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