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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活动课开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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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论述 了在高中化学活动课中
,

通过实地参观
、

调查
、

科技实验的设计
、

操作
、

撰

写论文等
,

培养 学生的观察能力
、

思维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

【关键词 】 化学教学 ; 活动课
; 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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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
,

学生在观察能力
、

思维能力和社会实

践活动能力方面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他们对新事

物的认识和接受是较为迅速的
,

有较强的参与意识
。

如何在化学教学 中
,

通过分析
、

挖掘教材中的有关内

容
,

补充适当素材
,

开发出一系列活动课的内容
,

以

培养学生关心社会
、

关心他人
、

爱祖国
、

爱家乡的思

想品质
,

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
,

观察
、

分析生产
、

生

活
、

自然
、

社会中的有关现象的能力
。

我们 内江二中

全体化学教师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

在省
、

市教

研部门的有关专家悉心指导下
,

从 2 00 1年至2 《X阵年

进行了教育部园丁工程资助项 目 ((高中化学活动课

开设的探索》课题研究
,

在高中02
、

03
、

以三个年级中

开展研究活动
,

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

下面就简介我们

的一些体会
。

在活动课中
,

通过实地参观
、

调查
、

科技实验的

设计
、

操作
、

分析 和撰写报告
、

论文 ;举行科技报告

会
、

演讲等
,

使学生逐步树立初步的科学思想
,

掌握

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
,

增强动手能力
,

在活动中

建立与他人团结协作的精神
。

在活动课开展中
,

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

的探索
:

在
“

水质研究
”

系列活动中
,

学生对 内江二水厂

参观调查后
,

使学生初步掌握水的净化基本原理
,

水

质的主要理化参数
。

通过较长时期对沱江河水质的

检测
、

《酸雨的形成与防治 》报告会
、

讨论会
,

对学生

正确认识人类与资源
、

环境的密切关系
,

尤其是人类

生产
、

生活不可缺少的水的有关知识
,

有一个较为全

面的
、

具体的了解和认识
。

在 日常生活中
,

自觉地节

约用水
,

从我做起
,

同时对社会发 出倡议— 保护母

亲河叫—
沱江

。

努力使其化作公众的意识行动
,

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

在进行水质分析的活动课中
,

不论寒冬酷署
,

学

生到不同采样点采样
,

初步分析
,

克服了各种 困难
,

显示了进行科学实验所需的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精

神
。

在分析和撰写实验报告中
,

有的学生能对他人的

数据
,

结果大胆质疑
,

认真分析
,

推理
,

既帮助同学找

出了实验误差
,

提高了正确的实验操作技能
,

又培养

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精神
。

2 化学与生产
、

环保系列活动

1 化学与生活
、

健康系列活动

在高一年级学习卤素后
,

开展《海带中的提碘 》
、

《检验碘盐中的碘 》的实验活动
,

使学生了解碘缺乏

病的产生及防治方法以及我国政府
“

在2 (X K)年消灭

碘缺乏病
”

的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

增加学生学习的动

力和社会责任感
。

在实验中
,

分析实验原理和实验现

象的观察
、

分析
、

巩固了所学知识
,

增长了实验技能
。

通过对硫酸厂
、

磷肥厂
、

玻璃厂的参观调查
,

了

解新 中国化工生产的蓬勃发展
,

在钢铁
、

水泥
、

煤炭

等行业年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

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

了解了家乡的河流
、

塘堰的水质
,

小纸厂
、

小糖厂
、

小

酒厂的生产情况及造成的一些环境的污染
、

破坏
,

使

学生对建设美好的家乡需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
,

良

好的环保意识
,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更为深切的

感受和理解
。

3 化学与环保活动课 (下转 15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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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 “

集中性
”

是指问题必须相对集中于本节课的

重点和难点
。

3
、

适时性原则

适时性是指课堂教学中要选择最佳时刻来培养

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

要在学生有准备的思考状态

下让学生提 出问题
。

这样才能使课堂氛围达到最佳

状态
,

学生的思维开阔
,

清晰
。

否则适得其反
。

著名 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韦斯科夫

说
: “

科学的 目的是发问
,

问如何和为什么
” 。

教师的

作用不是讲得学生没有问题可提问
,

而是要善于培

养学生提出深刻的问题
,

并着手寻找解决问题的途

径
,

这才是科学素质教育的关键
。

学习上提不 出问

题
,

意味着学习的停步
,

科学上提不出问题
,

意味着

科学的止步
。

这句话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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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垃圾净化厂的参观调查
,

学生了解 了垃

圾的产生
,

分类
,

综合利用等知识
,

有 的学生写出了

对垃圾处理的一些建议和设想
,

树立了
“

化学无废弃

物
,

垃圾处理利用得当
,

也能变为有用之物
”

的认识
,

同时也产生了科学创新 的意识
。

通过对《沱江河重点污染厂矿排污口水质检测 》

系列活动
,

《香烟中有害成分的测定 》科技实验《简易

净水器的制作》
,

加深学生对化学工艺和环保理论的

理解
,

巩固了基本知识
,

拓宽了知识面
,

培养了学生

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创新能力
,

促进学科知识与工农

业生产和生活实际的有机结合
。

4 举办化学史
、

化学小故事讲座活动

通过对我国有关化学发明
、

创造等化学史
、

化学

小故事的讲座
,

如
“

四大发明
”

中黑火药
、

造纸术以及

陶瓷的制作
,

我国古代的冶金术
,

候德榜克服外国人

的技术封锁
,

苦心钻研
,

发明
“

候氏制碱法
” ; 我国首

先合成具有生命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等
。

通过这些

典型事例
,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

增强学习热情
,

增

强学习动力
,

树立努力成才
,

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

“

春风化雨
,

润物无声
” ,

在进行上述活动课中的探索

过程中
,

学生积极参加
,

勇于实践
,

树立起刻苦学习
,

做跨世纪的人才
,

为家乡
,

为祖国建设奉献自己的聪

明才智的人生奋斗 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