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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三化学知识多而杂，在当前高中化学复习课的教学中，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忽视了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直接导

致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教师注重教什么，不重视如何教。论文提出了教师应如何备课，对如何上好一堂复习课进行了阐述。

最后以离子反应的教学为例进行了介绍，以供广大教师参考。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and complicated chemical knowledge in senior high school. In the current chemistry review course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mainly lecturers, neglecting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low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Teachers	focus	on	what	to	teach,	not	how	to	tea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how	teachers	

should prepare lessons and expounds how to have a good review lesson. Finally, the teaching of ion reaction is introduced for the 

reference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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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三对学生而言是关键时期，教师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的同时又要关注学生们的成绩，所以这就需要教师进行有效

教学的备课，下面是一些措施以及教学分析。

2 上好复习课的措施

2.1 高度重视教材，切实夯实学科基础
高考是一个选拔性的考试，所以设计了一些有难度的题。

当然，无论是基础题还是有难度的题，考点都离不开教材。

所以在备课时，教师要仔细研究与挖掘教材及其课后习题，

以便于把教材的核心知识点传授于学生。除此之外，教师也

要督促学生们平时仔细研究教材以及课后习题。

2.2 仔细阅读课程标准
高三学生的高考成绩在某种意义上为以后的生涯奠定坚

实基础，所以教师要尽可能帮助学生归纳好的知识结构，这

就要求教师仔细阅读课程标准。

2.3 仔细研读考试说明
研究考试说明，要把考试说明详细的那些内容作为考察

自己、考察学生、全面检查的纲要。教师要对考试说明的知

识点细细琢磨，看看这些知识点在平时的课堂中是否一丝不

漏地传授给学生，反复考的，重要的考点有没有一而再，再

而三地强调给学生。

2.4 研究高考化学真题
教师所要研究的化学高考真题不仅包括本地区的化学题

型，还要研究其他地方的高考化学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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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层教学
复习课中，教师把基础知识以及题型都讲解完之后，立

刻考基础题，易错题。让考试分数低的学生继续复习基础，

让分数高的同学做某一类题的各种题型。分数低的同学直到

把基础掌握好了，在做题。这样教师就可以因材施教，做到

有的放矢。

2.6 教师要会运用期望效应
对于处于高三阶段的学生来说，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们提

高高考成绩是重要的。但是，随着高考的人数越来越多，竞

争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学生们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学生

心理发生变化，比如说产生考试焦虑症，厌学等。为了引导

学生们回归学习，在学习中产生兴趣，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在注重学生们的高考成绩的信息化时代里，好的课堂与

教学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去使学生发挥出最大的发展潜能。

这就给教师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为了使学生学习态度端正，

避免产生心理问题，笔者认为教师的对学生的期望会激发学

生的动机，而且帮助学生产生自我效能感。1968 年，著名

的哈佛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展开实验。其结果显示出学生的智

力与兴趣发展与教师对其关注程度成正相关。研究表明，教

师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显现的期望为学生带来光明并且给

予正确的引导，所以，保证教师的正效应期望的前提下，应

该注重以下措施：

①重视教师期望，保持高度敏感性；

②充分了解学生，提出适当教师期望；

③及时调整期望，优化教师期望方向。

3 离子反应复习课教学分析
3.1 离子反应认识发展过程分析

初中：从宏观角度以复分解反应的形式认识。

高中：从微观角度以离子反应的形式认识。

3.2 离子反应教学以及教学内容
初三：复分解反应（有沉淀、气体或者水生成）。

高中必修：①溶液中的离子反应（生成难溶物、易挥发

和难电离物质）；②氧化还原型离子反应（掌握离子方程式

的书写）。

高中选择性必修（化学反应原理）：①平衡（水解电离

平衡）；②电极、电池反应方程的书写。

可以看出：

①离子反应把学生们从宏观世界带入微观世界，拓宽了

学生们的视野。②对后续知识学习起到铺垫的作用。除此之

外离子反应这一界定在人教版新教材必修—第一章第二

节可见其重要性，教材在教学设计上从实验探究和问题驱动

入手，帮助学生建立水溶液的认知模型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科

学思维，因离子反应在整个高中阶段的重要性，对此选此教

学来进行分析。在这里对教学知识点框架以及重要题型做了

举例，仅供大家参考。

3.3 阅读课标要求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对离子反应知识点

的内容要求具体呈现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标要求

内容标准
活动与探究与

建议

①知道酸、碱、盐在溶液中能发生电离

②通过实验事实认识离子反应及其发生的条件

③了解常见离子检验的方法，分析溶液中离子

共存问题

④会正确书写离子反应方程式

实验：溶液中

Ag+、CO3
2-、

SO4
2-、Cl- 等离

子的检验

3.4 离子反应题型总结
离子不共存。

①复分解型离子反应（生成难溶物、易挥发和难电离

物质）。

②溶液中的离子平衡（电离平衡、盐类水解和沉淀溶解

平衡）。

③氧化还原型离子反应。

以上三个都是离子不共存的原因，我们称为离子反应的

三大基本反应原理。这三种离子不共存的原因都是教材中的

基础，但是高考中大多数题目是间接考察的，因此总结了以

下题型：离子方程式书写和正误判断、给定酸碱电离平衡常

数，判断其生成物质。给定反应物量，判断其化学方程式是

否正确、离子的性质以及检验。

这部分题就是根据题目中所给的已知条件进行粒子的判

断，看原溶液存在的离子有哪些。此题型在这里不举例。

以上是对教师知识的备课思路的介绍。在课堂上还要注

重期望效应以及激发学生动机。

4 结语
教师要读好书来丰富自己。“教无定法，但有学法”，

教师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学生们的核心素养，使

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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