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备教学评一体化的有效开展小结

一、备课环节

1.研读课程标准和教材

•仔细研究化学课程标准，明确课程的性质、理念、目标

和内容要求。比如，对于化学物质的学习，要清楚掌握物质

的性质、用途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梳理教材内容，确定每一个章节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关系。

以“酸碱盐”部分为例，要理解酸和碱的通性、盐的性质之

间的关联和递进关系。

2.分析学情

•通过课堂观察、作业批改、测试成绩、问卷调查等方式

了解学生的化学知识基础。例如，在教授化学方程式之前，

了解学生对元素符号、化学式的掌握程度。

•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差异。有些学生擅长逻

辑推理，有些学生则对实验操作更感兴趣，根据这些特点准

备不同的教学方法。

3.制定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和学情，确定三维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质量守恒定律”教

学中，知识与技能目标可以是学生理解质量守恒定律的内容

并能进行简单计算；过程与方法目标是通过实验探究培养学



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情感目标是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

度。

4.设计教学活动和教学资源

•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如

在讲解“燃烧的条件”时，可以设计实验探究活动，让学生

自己设计实验来验证燃烧的三个条件。

•准备合适的教学资源，包括实验器材、多媒体素材（如

动画演示化学反应过程）等。

二、教学环节

1.情境导入

•创设与生活实际或社会热点相关的化学情境，引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金属材料”时，以新型合金在航

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为情境导入。

•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为什么这种合金可以用于

航天飞机的制造呢？”使学生带着疑问进入新课学习。

2.知识讲解与实验探究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讲解化学知识，如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等。在讲解“分子和原子”概念时，可以利用动画演

示分子的运动和变化过程辅助教学。

•加强实验教学，让学生在实验中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

在“氧气的制取”实验中，让学生自己动手组装实验装置，

体验制取氧气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科学探究精



神。

3.课堂互动与小组合作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问、回答问题或者提出

自己的见解。例如，在讨论“化学肥料”的利弊时，引导学

生各抒己见。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共同完成实验、讨论问题

或者制作化学模型等任务。在学习“有机化合物”时，让小

组合作制作常见有机化合物的分子模型，提高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和对知识的理解。

4.课堂总结与拓展

•在课堂结尾，和学生一起回顾本节课的重点知识和学习

收获。例如，总结“溶液的形成”的概念、组成和特点。

•适当进行知识拓展，为后续学习埋下伏笔。在讲完“二

氧化碳的性质”后，可以简单提及二氧化碳在温室效应中的

作用，引发学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三、评价环节

1.课堂评价

•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包括参与度、回答问题的质量、

实验操作的规范性等。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如“你在实验

操作中非常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提问反馈，通过课堂提问检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根据学生的回答调整教学进度和策略。



2.作业评价

•认真批改作业，不仅关注答案的对错，更要关注学生的

解题思路和方法。对于有创意的解题思路给予表扬，对于错

误较多的知识点进行记录。

•设计分层作业，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比如，对于

基础较弱的学生布置巩固基础知识的作业，对于学有余力的

学生布置拓展性、探究性作业。

3.阶段性评价

•定期进行小测验和单元测试，考查学生对阶段知识的掌

握情况。分析测试结果，找出学生的知识薄弱点和易错点。

•结合实验操作考核，评估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科学探究能

力。例如，对“粗盐提纯”实验进行操作考核，考查学生的

实验步骤、仪器使用和误差分析能力。

4.评价反馈与改进教学

•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

况，帮助学生制定改进措施。

•根据评价结果，教师反思教学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调

整教学策略、方法和内容，优化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