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生活，上一节让孩子觉得有趣的化学课 

 ——《4.2 碳》的随堂课的评析与反思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顾莹 

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上天入地”对人类而言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可是

科技越发达对人类的基本素质要求就越高。提高学生素质既是生存的需要，又是发展的需要。

为了配合素质教育的步伐；为了适应教改后新中考背景下的初三化学教学；为了增加课堂的

快乐氛围。如今的化学教学已经不是要学生“记住”，而是要学生“学会”。这也正是“应试

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最大不同。我特意设计《4.2 碳》这节课的教学，现将课堂中一些

片段分析如下。 

一、以“趣”激情 

1、教学片断 

这节课我特意使用了最近孩子们最喜爱的真人密室逃脱为引入情景。设置了三个环节，

（1）将断路的电线接通，使灯泡发光（2）找到钥匙，将“生锈”的锁打开（3）在玻璃上

留下箭头为同伴指示。我为学生提供了铅笔和玻璃刀两种工具。 

  

 

利用已经学过的物理知识和生活常识，学生很快就破解了这些难题。我请了三位同学分

别进行了演示。（1）利用铅笔芯接通电路（2）粉碎铅笔芯灌进钥匙孔开锁（3）利用玻璃刀

在玻璃上画箭头。 

学生不但可以解决问题，还能说出其中原因。（1）利用了铅笔芯的导电性（2）利用铅

笔芯的润滑性（3）利用玻璃刀头上金刚石坚硬。 

（自然过渡，引出碳单质中石墨和金刚石的物理性质与用途、同素异形体的教学。） 

2、评价与反思 

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教学是比较枯燥的，而同素异形体又非常重要，关系到学生们后

续的学习。这部分内容是第四章的教学之初，若处理不好，很容易使学生丧失对这一章节的

学习兴趣从而“贻害万年”，所以我选择了用密室逃脱桥段诱发学生的兴趣，我觉得兴趣才

是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力的最好老师。几个桥段让学生自己挖掘生活中的化学，并分析出石

墨金刚石物理性质和用途，并自然而然的归纳出“性质决定通途”的结论，有顺利的引出

“同素异形体”的概念，化难为易，便于学生的学习与理解。但是这个情景不知道是不是我

选择的不太恰当，有个别学生一节课都惦记着“密室逃脱”，这反倒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二、授“渔”以鱼 

1、教学片断 

充分利用学案，请学生带着问题自己阅读教材。 



 
充分阅读之后，学生很容易得出这两个问题的结论，并对之前学过的“同素异形体”概

念进行复习巩固。 

提到活性炭，学生自然而然会想到开学初就学过的“吸附性”。再次利用学生实验、视

频进行巩固记忆。 

    
2、评价与反思 

培养学生阅读、分析的能力，这对考试中读题、客观题的分析也是一种辅助的训练。 

利用无定形碳是石墨晶体与小杂质的组成，再次巩固辨析了本节课的一个难点“同素异

形体”的概念。在一次一次的无形的反复练习中强化了学对概念的理解记忆。同时也在无形

中突破了重难点。 

另外伴随着中考的改革化学实验考被纳入议程，如何将实验练习很好的融入教学，我这

次就进行了一次尝试。一个小实验就把学生带去实验室有“大张旗鼓”味道，于是我采取了

教室学生分组实验，对必考的“过滤”操作进行二次练习，并逐一纠正学生的操作错误。虽

然将实验练习融于新课，但这样的缺点在于不能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练习，如何破解这个

难题，还需要我能进一步思考。 

三、“练”以固授 

1、教学片断 

利用学案，及时对新知识进行练习。 

 

 



 

2、评价与反思 

在重难点教学结束后及时练习，可以起到很好的巩固和检测作用。在接下来的新知识讲

解过程中也三五不时的对前面的知识进行循环巩固。这是一种有效地教学方法。我所不足的

是，没有充分将表达机会还给学生，在这节课习题处理上，还是我说的太多，没有调动起学

生的答题主动性。 

从总体上看，这节课的教学过程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些优缺点我也进行了分析，现写于

各位同仁共赏，望给以多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