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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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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 高中化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学科,在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方面有一定优势. 分析了高阶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和当代高中化学学生高阶思维培

养的现状并提出了高中化学学生高阶思维培养的教学策略. 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和分析能

力、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等高阶思维,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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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阶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高阶思维[1]是指超越简单记忆、理解和应用层面

的认知活动,它涉及到分析、综合、评价和创新等复杂

认知活动的思维方式. 高阶思维不仅要求个体对信息

进行深入处理,还要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有机

融合,以产生新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在知识爆炸的时

代,单纯的知识积累已不再是教育的唯一目标,而高

阶思维能力则成为衡量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

重要指标如图 1 所示. 高阶思维的培养对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高阶思维能够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提高学习效果.
其次,高阶思维有助于学生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

境,解决复杂问题. 最后,高阶思维的培养能够激发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图 1

2　 高中化学学生高阶思维培养现状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教育家布鲁姆便开启了研

究高阶思维的大门[2] . 直到 2003 年,我国黎加厚教授

最早提出了高阶思维的培养[3] . 2004 年,钟志贤教授

倡导在学科教学中渗透高阶思维[4] . 2017 年国内掀起

了高阶思维研究热潮,但大多停留在对概念的描述

上,缺乏对高阶思维在具体学科教学中的培养的可操

作性建议[5] . 对于高中化学学生高阶思维培养的策略

研究大多在此之后产生. 马玲(2018)在硕士论文中提

出: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提供技术支持、构建对话环境

分别促进学生主动创造、提高学生思维水平、增强学

生合作学习来构建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环境;通过设

计高阶学习活动如:采用概念图教学、促进反思性学

习、开展探究性活动分别来提高学生分析、评价和创

造能力[5] . 高敏(2020)在硕士论文中建议将随堂练习

的选择题多向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改编,多用数

据、图表代替文字叙述提供信息,有利于学生发散思

考促进高阶思维的形成;建议善用教材中提供的图

片、表格等“证据”中提供的信息和证据设计问题,通
过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逐步培养其分析使用数据

的意识、证据推理意识和评价能力[6] . 徐加刚教师

(2023)提出化学课堂提问的策略:设计层层递进的课

堂提问,掌握学生的思维发展情况;预留足够的候答

时间,给学生思维构建的空间,鼓励学生主动提问,提
升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7] .

综上,对比国内外对高阶思维的研究时间不难发

现;我国对于高阶思维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后
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如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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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需要每一位一线化

学教师的积极参与.
3　 高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教学策略

3. 1　 创设类比联想情景,培养批判质疑精神

类比是预测物质结构、性质与化学反应的重要方

法之一. 因此,类比思想在化学学习与研究中经常被

采用. 但类比是相对的,不能违背客观事实. 通过创设

类比联想情景,学生可以将已掌握的知识与新知识进

行比较,发现其中的联系与差异,从而更深刻地理解

新知识. 这种学习方式鼓励学生不满足于表面理解,
而是敢于挑战既有认知,提出质疑,在质疑中创新和

收获.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第二册中,以“工业

制粗硅”知识点学习为例. 工业上用焦炭还原石英砂

可以制得含有少量杂质的粗硅 SiO2 + 2C
高温
== Si +

2CO↑同时得到 CO 气体;而初中化学学过木炭还原

氧化铜得到单质铜和 CO2 气体. 都是炭作还原剂得到

的氧化产物却有所不同,导致学生在化学方程式的书

写上常常犯错. 许多辅导书上解释:工业制粗硅中焦

炭过量,存在后续反应 C+CO2
高温
==2CO,所以最终产

物是 CO 气体.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还原氧化

铜的木炭不也可以是过量的吗? 由此类比教学提出

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实际上,在两个氧化还原反应

中,SiO2 和 CuO 都是氧化剂,但前者的氧化性弱,只能

将木炭氧化到+2 价生成 CO 气体. 人教版高中化学必

修第一册中,以“金属铝的化学性质”的学习为例,由
于这两个化学方程式的存在: 2Al + 6HCl = 2AlCl3 +
3H2↑、2Al+2NaOH+6H2O = 2Na[ Al( OH) 4 ] +3H2 ↑,
学生通过类比,常常误认为铝有“两性”,兼具金属性

和非金属性. 在教学中教师可顺势通过引导学生找出

两个化学方程式中的氧化剂,引发学生对铝的“两性”
提出质疑. 学生很快会发现前者盐酸是氧化剂,而后

者却是水作氧化剂,不断地引导学生质疑和分析问

题,他们最终会发现铝与氢氧化钠溶液的反应方程式

是一个总反应方程式. 实际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 2Al+
6H2O = 2Al ( OH ) 3 + 3H2 ↑、 第二步是 Al ( OH ) 3 +
NaOH = Na[Al(OH) 4 ]. 由此更能充分说明 Al( OH) 3

是两性物质,而铝并不是“两性”.
通过创设类比联想情景,学生可以类比学习,轻

松获取新知识. 在类比中不断地提出质疑,让学生更

深刻地理解并掌握新知识,进而发展学生的批判质疑

精神,这是高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重要

教学策略之一.

3. 2　 诱思探索教学,构建“实证研究”的思维模型

张熊飞在《“诱思探究学科教学论”研究 50 年》一
文中写道:教贵“善诱”,学贵“善思”,以“诱”达“思”,
启“智”悟“道” [8] . 应用在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这一

策略强调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

验证假设,最终得出结论. 教师要营造一个开放、包容

的学习环境,学生才会大胆提出自己的假设. 通过设

计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引导学生设计实验并动手操作验证假设. 期间,教
师要关注学生的操作过程并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确保实验的顺利进行. 组织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

析、讨论,最后,总结得出结论. 在诱思探索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

维等高阶思维,让他们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第一册中,以“氯水

的成分及性质探究”为例. 抛出问题:氯气溶于水是物

理变化还是存在化学反应? 引导学生应用已有知识

进行理论分析. 若存在化学反应,结合氯气具有强氧

化性,很可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还原产物可能为

Cl- ,给其配个阳离子,可能为 H+ . 还应生成一新物质,
其中某元素化合价升高. 总结猜想:新制氯水中可能

存在的微粒有:Cl- 、H+ 、ClO- 、OH-(极少量)、Cl2、H2O
新生成的物质. 接着,分组自主设计验证实验:(实验

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下述内容) Cl- :稀 HNO3 酸化的

AgNO3 溶液-有白色沉淀生成;H+ :(依据酸的通性)
锌粉-有气体生成;紫色石蕊溶液-溶液先变红后褪

色,证明有漂白性物质存在;猜想漂白性物质成分是

Cl2 或新生成的物质并实验验证:现场制备氯气并干

燥后,通入放有干燥红纸和湿润红纸的硬质玻璃管

中. 实验现象:干燥红纸未褪色、湿润红纸褪色;证明

漂白性物质非干燥的 Cl2 而是 Cl2 和水生成的新物

质,结合教材内容可知为 HClO.
分组汇报、总结得出结论:新制氯水中存在的微

粒:Cl- 、H+ 、ClO- 、OH-(极少量)、Cl2、H2O、HClO. 新制

氯水中因溶有 Cl2 而呈浅黄绿色. 新制氯水的性质取

决于其组成成分,因 Cl2 和 HClO 的存在,而具有强氧

化性. 因 HClO 的存在,而具有漂白性和不稳定性. 因
HCl、HClO 的存在,而具有酸性. 趁机接着提出问题:
久制氯水中都存在哪些微粒? 引导学生分析出其成

分为稀盐酸,具有酸的通性,存在的微粒有:Cl- 、H+ 、
OH-(极少量)、H2O. 最后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氯水的

应用提升为日常生产生活中用到的漂白液和漂白粉.
在这一诱思实验探究课中多方面地渗透了化学

学科核心素养.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充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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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生动手能力,搭建起了实证研究的一般思维模型

“提出假设-实验验证-得出结论”. 通过诱思探索教

学策略的实施,有效培养了学生的高阶思维,提高他

们的科学探究和实践能力.
3. 3　 设计变式迁移教学,培养创造性思维

在化学课堂上,变式迁移不仅是一种教学策略,
更是激发学生高阶思维的催化剂. 它鼓励学生面对不

同情境时,能灵活运用化学原理,从多个角度分析问

题,寻求创新解决方案. 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思

维的束缚,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

力. 通过不断的变式训练,学生提升了化学知识应用

能力,思维得到锻炼,创造力得以提升,高阶思维能力

得到培养.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化学选择性必修第一册,以

“电解饱和食盐水的应用-氯碱工业”知识点的学习为

例. 在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出:阳极:2Cl- -2e- = Cl2 ↑;
阴极:2H2O + 2e- = H2 ↑+ 2OH- ;总反应离子方程式:

2H2O+2Cl- 电解
==H2 ↑+Cl2 ↑+2OH- . 总反应化学方程

式 2H2O+2NaCl
电解
==H2 ↑+Cl2 ↑+2NaOH 的基础上,

设计问题:(1)氢氧化钠最初是在哪一极生成? 学生

很快想到是阴极. (2)随着 OH-不断向阳极迁移,会有

什么反应发生? 阳极生成的氯气和迁移来的 OH- 发

生反应:Cl2 +2OH- = Cl- +ClO- +H2O,影响 Cl2 和 NaOH
的制备. (3)如何避免该反应的发生? 学生讨论总结:
加膜阻止 OH-向阳极的迁移,同时能允许 Na+ 向阴极

迁移为最好-阳离子交换膜. 借着学生情绪高涨的契

机. (4)提出变式迁移应用:工业上如何直接利用电解

饱和食盐水的装置制备漂白液呢? 此时,学生们能想

到现在需要将膜撤掉,促进 Cl2 和 NaOH 反应等想法.
但由于阳极生成的 Cl2 大部分会排放出去,难以满足

工业大量生产的要求. 如何继续改进装置呢? 引导学

生思维发散,在分析、探究和创造中逐渐形成高阶思

维. 再用一道习题证实学生的设计,完成由电解饱和

食盐水-氯碱工业装置到工业制备漂白液装置的迁移

变式,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图 2

习题小练:“84”消毒液是环境

消毒液之一. 某学生想设计一种家

用环保型消毒液发生器,用石墨作

电极电解饱和 NaCl 溶液,通电时,
为使 Cl2 被完全吸收制得有较强杀

菌能力的消毒液,设计装置如图 2
所示,c、d 都为碳电极.

完成下列小问:

(1)a 为电源的( 　 　 ) 极,c 为电解池的(　 　 )
极(填正、负或阴、阳).

(2)d 电极上发生的电极反应式为: .
4　 结论

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高中化学教育的重要目

标之一. 通过创设类比联想情景,培养批判质疑精神;
通过诱思探索教学,构建“实证研究”的思维模型;通
过设计变式迁移教学,培养创造性思维等教学策略的

实施,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可以有效提高

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因此,高中化学教师应积极探

索和实践这些教学策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多

机会和条件.
参考文献:

[1]王云霞. 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J]. 教育界,2023(29):20-22.
[2]李呈月. 指向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高中化学探究教学

实践研究[D]. 阜阳师范大学,2024.
[3]黎加厚. 教育信息化环境中的学生高级思维能力培养

[J]. 中国电化教育,2003(09):59-63.
[4]钟志贤. 如何发展学习者高阶思维能力? [J]. 远程教

育杂志,2005(04):78.
[5]马玲. 高一学生化学高阶思维能力现状及培养对策研

究[D]. 华中师范大学,2018.
[6]高敏. 基于“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高中化学高阶思

维培养策略研究[D]. 西南大学,2021.
[7]徐加刚. 指向高阶思维培育的高中化学课堂提问策略

探析[J]. 新智慧,2023(13):111-113.
[8]张熊飞. “诱思探究学科教学论” 研究 50 年[ J]. 课

程·教材·教法,2014,34(02):3-13.
(收稿日期:2024-04-22)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