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化学学法指导

有人说“出色的人生源于出色的学习”，而掌握出色的学习方法是所有学习者的渴望。

其实学习任何东西都有规律可循，也有方法可依。掌握了其中的诀窍，任何人都会觉得：出

色的学习其实很简单。出色的学习就是学得快，悟得透，记得牢，考得好。那么怎样才能做

到出色地学习呢？我觉得在高中阶段要想把各个考试科目学好，就应该从总体上做到：明确

学科特点，形成学科素养，掌握学科方法。

化学科有几大特点：（一）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源于实验又依赖于实验，是一门以实

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实验贯穿了整个化学学习的始终；（二）化学“繁”。这个“繁”实

际上就反映了化学学科知识点既多又分散，并且大量的知识需要识记的特点。（三）化学是

在分子、原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上决定了其抽象性。

因此，我们不能把以前学数学、物理的方法照搬来学化学，而要根据化学科的特点进行取舍

和创新。

化学学科需要的学科素养：认真、细致、严谨、创造性思维。

想要把化学学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和训练自我：（一）认真对待每一阶段的学

习过程；（二）细致整理每一阶段所习得的知识内容；（三）严谨分析所面临的问题；（四）

富有创造性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我觉得在高一阶段，我们更应该从认真对待每一阶段的

学习过程和学会细致整理每一阶段所习得的知识内容出发来逐步的完善和提高自我。

学习过程一般都包括：课前预习、课堂听课、课后作业、课后复习、成功考试等几个环

节。要想把化学以至其他科目学好，我提倡每一位同学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

先说课前预习，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即准备。预习就是在

老师讲课之前，学生阅读教材及相关内容，为新课学习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预习是自主学

习的重要环节，是获得课堂学习主动权的第一步。专家指出：课前预习的基本要领是：首先

认真阅读课本，大体了解书本内容，思考重点和发现难点。对于化学学科来说，你要通过预

习来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反应和基本实验内容等，并可通过课后典型习题和思考问题来

检验自己预习的程度和效果，把你困惑和想问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结合预习所感受到的东

西去主动地听课，有选择地听课，带着问题听课，更能轻松的听课。因为通过预习，你已经

知道了教材的内容，明确了重点和难点，知道了自己不懂的地方，所以听课就会更有目的性、

针对性和选择性。预习的方式可以有课前预习、阶段预习、学期预习。在对中学生的调查中



已经发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坚持了课前预习。

再说课堂听课，高中的化学课堂，向来以密度大、节奏快、板书多、内容广而著称，这

就要求我们在听课的时候使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应该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兴趣，紧紧

地跟着老师讲课的思路走，对老师的讲解要积极地思考。老师在传授知识中，常常同时提出

有益的学习方法，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应该灵活运用、丰富和发展老师教给我们的学习方

法。同时，上课时积极思维多发言，积极参加讨论，有机会就多动手、多实践，抓住对于自

己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内容：如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重要的反应原理及实验等；老师补充的

重要内容；教师点出的容易混淆和出错的地方；预习时未完全弄明白的学习内容等。

这里我要强调化学课堂你要注意的两个细节：一是学会观察实验，在接触实验的积累中

积累化学基础，形成化学素养。何为学会了观察实验呢？我觉得应该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的问

题：首先是应明确实验目的，确定实验观察的重点。其次是明确观察的要素和程序，全面、

有序的进行实验的观察。第三是协调多种感觉器官。而且还要注意在实验现象的观察过程中，

要克服下列不良习惯：（1）只注意强烈刺激作用的现象，忽视不明显的现象；（2）由于不能

高度集中注意力，忽略了稍纵即逝的现象；（3）只观察不思考等。二是要认真做好课堂笔记，

笔记是学生积累知识的重要手段，是弥补记忆缺陷的最有效方法。俗话说，“好头脑不如烂

笔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记好化学课堂的笔记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笔记的时

机，做笔记的时机有 3个：一是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要抓紧时间抢记；二是老师讲授重点

内容时，要挤时间速记、简记；三是下课后，要尽快抽时间去补记。（2）注意笔记方法，注

意用好化学用语加快记录速度，同时注意着重记录老师对概念、原理、实验等的补充说明和

拓展问题。（3）不要只强调记得“漂亮”，有的学生一味追求课堂笔记做得“漂亮”，把主要

精力放在做笔记上，常常为看不清黑板上的一个字或一句话，不断向四周同学询问。这样不

仅失去了做笔记的意义，也将课堂“听”与“记”的本末倒置了。（4）课后及时补充，由于

课堂上的时间比较紧迫，老师所讲的一些内容当时可能漏记。下课后，应尽快抽时间去补充。

对课堂上所记的混乱部分，最好重新整理、归纳，这也是加深理解和强化记忆的一个重要环

节。（5）不要抄别人的笔记，有的学生比较懒惰，自己课堂上不愿做笔记，下了课去抄别人

的笔记。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学习习惯，不利于锻炼自己的总结综合能力。一定要记住：笔记

要自己写，自己做的笔记对自己才有学习效果和意义。

再说做作业和课后复习的环节。对于化学知识的理解和巩固，是在预习、上课、复习、

作业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深化的，而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学生做作业的目的，是巩固、提高

和扩展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课堂作业还是家庭作业，都是学习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有的学生虽然心里清楚作业一定要做，却不想自己动脑筋，总

爱问老师或同学，甚至抄袭他人的作业，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因为作业不独立完成，

就难以发现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并且容易养成依赖心理或投机取巧的坏毛病。当

不得不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时，就会不知从何下手以致失败。怎样才能培养独立完成作业的

能力呢？（1）消除畏难情绪。要知道，老师布置的作业，一般都是学生力所能及的，不会



超出所学的知识范围。只要肯动脑筋，就能做出来。如果真的没有信心，不妨问自己：别人

可以做出来，我为什么不能呢？对自己自鞭自策，不失为增强信心的一种好方法。（2）上课

认真听，把老师所讲的内容彻底消化吸收。这是独立完成作业的前提。可以说，凡是对做作

业有畏难情绪的，大多数都是上课不认真听讲，思想开小差，或不爱动脑筋的学生，因为他

们因懒惰而缺乏解题能力。（3）做作业前，先将有关知识复习一下，弄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原

理，仔细研究笔记上的补充内容和典型例题，掌握解题思路和方法，以避免等题做不下去时，

再回过头来翻书，既浪费时间又影响情绪。提醒同学注意的是作业的“量”和“质”，“量”

是指要把握好做题的数量和火候，恰到好处而不迷失在茫茫题海当中；“质”是指要把握好

题的难度，防止陷入偏、难、怪的怪圈当中。尤其在高一阶段，打好基础是关键，避免进入

这样的误区：对老师布置的简单问题不屑一顾，只想尽早的攻克难题，实际掌握的却很不扎

实。说到量和质就涉及到我们现在对于练习册和参考书的选择问题了，刚上高一的同学都有

这样共同的心理，生怕自己占有的资料不够全，不够权威，所以很多良莠不齐的资料就堂而

皇之的进入了你的书桌和书包，实际上它对你帮助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对你的危害

有多大。所以，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不要盲目，不要心急，要量力而行，科学

的利用资料才能真正帮助你稳步提高。为了减轻同学的负担，我们化学组特意为各位同学编

写了适合大家同步使用的配套作业本，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量就已经够用了，个人

精力够用的同学想要再有一套练习册的话，要看好题的配套与否，要有自己甄别试题适不适

合现在做的能力，不要无端的陷入无谓的消耗当中。

做题之后还要讲究复习。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只有做到“学而时习之”，才能很

好地巩固、运用所学知识，才能做到“温故而知新”。在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首

次复习要及时；（2）时间间隔要合理；（3）多次灵活重复；（4）集中与分散相结合；（5）点

与面相结合等。

最后再来说说如何成功考试的问题。考试是学生学习的基本环节之一，它是对学习效

果的检验和评价，并起反馈作用。考试是每个学生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考试能否成功取决于

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主观上需要确定合理的目标，但是客观上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

包括接受教育状况、家庭条件及个人努力程度，一旦预定目标没有实现，通常会产生失落感，

这时除了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关心和开导之外，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学会积极地调节自我心理。

这里我要给各位同学几句忠告：胜败乃考试常事，不以胜喜，不以败悲，辨证的对待考试的

结果。尤其在实验中学这样一个优秀的群体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每一次考试之后都要做到

找到自己的差距，继续坚定的前进。那么，你的结果就一定会很好。

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习顺利、愉快！学有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