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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化学课堂的“结课”艺术

孙天山

（江苏省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２１４１２３）

摘　要：“结课”是课 堂 教 学 中 的 重 要 环 节，其 与“引 入”同 等 重

要。好的结课能提高学生 的 学 习 效 益，减 轻 学 生 的 学 习 负 担；是 对

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具 有 承 前 启 后、承 上 启 下 的 作 用。结 课 的 主

要方式有“归纳式”“呼应式”“巩固式”“抛锚式”“拓展式”等。“科学

性”“简约性”“直观性”“启发性”“趣味性”等是结课应该遵循的基本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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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课”是 课 堂 教 学 中 的 重 要 环 节，其 与

“引入”同 等 重 要———好 的 开 头 是 成 功 的 一

半，善始 善 终 才 是 一 节 完 美 的 课。好 的 结 课

是课堂教学的点睛 之 笔；简 明 扼 要、提 纲 挈 领

的结课能有 效 帮 助 学 生 提 炼 所 学 知 识，构 建

知识框架，深 化 知 识 理 解，进 入“课 已 尽 而 意

犹在”的境界。

一、结课的实践功能

实践表明，结 课 的 水 平 直 接 影 响 课 堂 的

教学效率，对 于 教 学 目 标 的 达 成 有 着 举 足 轻

重的作用。

首先，结课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益，减轻

学生的 学 习 负 担。结 课 时，将 教 学 中 的 核 心

内容和 主 要 知 识 进 行 提 纲 挈 领 的 梳 理 或 概

括，突 出 重 点，抓 住 难 点，可 以 使 学 生 对 所 学

知识记忆得更加牢固，理 解 得 更 加 准 确，达 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结 课 是 对 学 生 学 习 方 法 的 引 导。

通过结课过 程 中 师 生 之 间 的 对 话 互 动，学 生

可以学会归纳总结、提 炼 知 识、构 建 体 系 的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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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三，结课具有承 前 启 后、承 上 启 下 的 作

用。化学教 材 中 的 不 同 模 块、不 同 章 节 虽 然

承载着不同 的 教 学 任 务，但 是 它 们 之 间 有 着

千丝万缕的 联 系，有 着 严 密 的 逻 辑 性 和 系 统

性。因此，课堂教学要摒弃“课 时 主 义”和“箱

格化”的教学设计，从 知 识 的 整 体 性 与 连 贯 性

出发，使结课成为课与课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二、结课的主要方式

结课虽然 没 有 固 定 的 程 式，但 是 有 章 可

循，有法可依。教师 要 在 对 教 学 内 容、知 识 特

点、教学风格、学习需 求 等 方 面 综 合 考 量 的 基

础上，选择适切的结课方式。

（一）归纳式结课

归纳 总 结 是 最 常 见 的 结 课 方 式。结 课

时，将课堂所学的主 干 知 识、实 践 技 能 或 重 要

的思想方法统摄整 理、抽 象 概 括，简 明 扼 要 地

呈现在 学 生 面 前，是 为 归 纳 式 结 课。其 有 多

种方式，其中语言归 纳、表 格 归 纳 和 图 形 归 纳

是较为常用的方式。

１．语言归纳。

语言归纳 是 指 通 过 精 准、简 洁 的 学 科 语

言对课堂的主要教学内 容 和 关 键 知 识 进 行 梳

理和概括。

例如，《原电池和 电 解 池》复 习 课 的 结 课，

可以用“一、二、三”口 诀 进 行 归 纳 总 结。“一”

是指“一 个 本 质”，即 无 论 是 原 电 池 还 是 电 解

池，其反应的实质都 是 氧 化 还 原 反 应，前 者 是

化学能转化 为 电 能，后 者 则 是 电 能 转 化 为 化

学能。“二”是 指“两 个 组 成”，即 电 极 材 料 和

电解质的物 质 组 成，包 括 是 活 性 电 极 还 是 惰

性电极，电解质是否 参 与 反 应，如 何 反 应 等 知

识。“三”是 指“三 个 守 恒”，即 元 素（质 量）守

恒、电子守恒、电荷 守 恒，它 们 从 宏 观 和 微 观、

定性和定量 等 方 面，对 原 电 池 和 电 解 池 的 原

理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２．表格归纳。

表格 归 纳 是 指 借 助 表 格 特 有 的 结 构 特

征，将教学中遇到的 相 似 的 知 识、容 易 混 淆 的

概念采用列表比较 的 方 式 来 归 纳 整 理。这 种

方法能使学 生 明 辨 新 旧 知 识、不 同 概 念 的 特

征，明 晰 异 同，加 深 对 新 知 识 的 理 解 和 记 忆，

提升迁移能力。

例如，《从 微 观 结 构 看 物 质 的 多 样 性》一

课的结课，可以通过表１进行归纳总结。

　表１

研究内容 实　例
相同点

（相似）
不同点

同位素

（原子）

１　Ｈ、２　Ｈ、３　Ｈ；

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

组成元素、

化学性质

原子种类

（中子数）

同素异形体

（单质）

Ｏ２、Ｏ３；

Ｃ（金刚石）、

Ｃ（石墨）、Ｃ６０

组成元素、

化学性质

分子结构、

物理性质

同分异构体

（分子）

乙醇与二甲醚；

正丁烷与

异丁烷

分子式、

分子量
结构、性质

　　３．图形归纳。

图形归纳 是 指 利 用 各 种 形 式 的 图 形，如

流程图、树状分布图、模 型 图、装 置 图 等，将 知

识的主 干 勾 勒 出 来。图 形 的 视 觉 刺 激，既 能

抓住学生的眼球，提 高 学 生 的 专 注 力，又 能 引

发学生思考，同时对 知 识 的 记 忆、理 解 和 知 识

架构的建立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例如，《铁 及 其 化 合 物 的 应 用》一 课 的 结

课，可以将 不 同 价 态 的 铁 及 它 们 之 间 的 转 化

关系绘制成如图１所示的示意图。

（二）呼应式结课

呼应式结 课 要 使 课 的 导 入、主 体 教 学 和

课的结尾相互呼 应，有 效 衔 接，浑 然 一 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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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应式结课不仅能给课始 的 导 入 问 题 一 个 完 美

的解答，还能使课的主题得到升华。

例如，《氮肥的生产 和 使 用》一 课 开 始，教

师首先播放视频：农 民 在 炎 炎 的 烈 日 下，戴 着

口罩给 农 作 物 播 撒 化 肥。接 着，让 学 生 闻 一

闻氯化 铵 等 化 学 肥 料 的 气 味。然 后，提 出 问

题引入新课：视 频 中 农 民 们 播 撒 的 是 哪 种 化

学肥料？为什么要 戴 上 口 罩？这 就 是 今 天 我

们要 共 同 探 讨 的 话 题———氮 肥 的 生 产 和 使

用。结课时，教师让 学 生 回 忆 导 入 时 的 情 境，

并运用所 学 的 知 识 解 释 提 出 的 问 题（铵 态 氮

肥；铵态氮 肥 吸 水 潮 解 生 成 有 刺 激 性 气 味 的

氨气）。这样前后呼 应，使 学 生 从 鲜 活 的 生 活

情境中深切 感 受 到 化 学 知 识 的 实 用 性，在 巩

固知识的同时培养了学 好 化 学 服 务 社 会 的 责

任感。

（三）巩固式结课

巩固式结课是指在 结 课 环 节 安 排 练 习 活

动，如 真 实 问 题 的 解 决、实 验 操 作、习 题 训 练

等，帮助学 生 强 化 对 所 学 知 识 的 理 解 和 基 本

技能的掌握，使 学 生 在 活 动 中 创 造 性 地 应 用

新知。同时，巩 固 式 结 课 还 能 及 时 了 解 学 生

的学习情况，反馈教 学 存 在 的 问 题，为 后 续 教

学提供资源。

例如，《离子键》一 课 的 结 课，为 了 巩 固 离

子键 的 概 念、本 质、表 征 方 式 等 知 识，笔 者 精

心编制了以下习题：

１．下列有关化学键的叙述正确的是

（　　）

Ａ．化学键是相邻原子间的相互作用

Ｂ．化学键也有可能存在于分子之间

Ｃ．化学键是相邻原子间强烈的吸引作用

Ｄ．离子键是化学键的一种基本形式

２．下列化合物中不含离子键的是 （　　）

Ａ．ＭｇＣｌ２　　　Ｂ．Ｈ２Ｏ

Ｃ．（ＮＨ４）２Ｓ　 Ｄ．ＮａＯＨ

３．Ａ、Ｂ、Ｃ、Ｄ、Ｅ为元素周期表前２０号元

素。已知它 们 不 是 稀 有 气 体 元 素，且 原 子 半

径依次减小，其中Ａ和Ｅ同族，Ｃ原子的最外

层电子数是次外层 的３倍，Ａ与Ｃ、Ｂ与Ｅ原

子的电子层数都相差２，Ａ、Ｂ原子的最外层电

子数之比为１∶４。

（１）写出元素符号：Ｂ　　　　、Ｄ　　　　、

Ｅ　　　　。

（２）写出化合物Ａ２Ｃ的电子式　　　　。

（四）抛锚式结课

“学起于思，思 源 于 疑。”“小 疑 则 小 进，大

疑则大 进。”学 习 需 要“疑 问”，结 课 亦 如 是。

在结课环节抛出问题、设 置 悬 念，能 在 让 学 生

关注课堂教 学 内 容 的 同 时，又 给 学 生 留 下 一

个等待探索 的 未 知 空 间，从 而 激 发 学 生 探 究

新知的欲望，达到“启下”的作用。

例如，《硫 和 含 硫 化 合 物 的 相 互 转 化》一

课的结课，教师引导 学 生 梳 理、归 纳 不 同 价 态

的硫及其化 合 物 的 性 质，以 及 不 同 物 质 之 间

的转化关 系 后，抛 锚 式 提 问：“氮 和 硫 都 是 重

要的非金属 元 素，那 么 氮 又 有 哪 些 不 同 的 物

质？这些物质相互之间 是 怎 样 转 化 的？它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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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生 活 中 发 挥 了 怎 样 的 作 用？ 这 些 都

将是我们下一节课探 讨 的 话 题。”从 而 有 效 延

续了学生的学习思路和热情。

（五）拓展式结课

拓展式 结 课 是 课 堂 向 课 外 的 教 学 延 伸，

能有效衔接课内所学的 知 识 与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真实问 题。拓 展 式 结 课，可 以 设 置 富 有 挑 战

性的问题，将学生的 思 维 活 动 引 向 深 入，开 阔

学生的视野；也可以 创 设 具 体 的 实 践 活 动，使

所学知识在 实 践 中 得 到 检 验，赋 予 知 识 新 的

意义。

例如，《二 氧 化 硫 的 性 质 和 应 用》一 课 的

结课，笔者要求学生 通 过 网 上 检 索、到 相 关 企

业和部门进行走访 调 查、实 地 考 察 等 方 式，撰

写“二氧化硫的功与 过”调 查 报 告，并 以“二 氧

化硫的是 是 非 非”为 主 题 出 一 期 小 报。这 种

拓展不只是 课 内 向 课 外 的 延 伸，更 重 要 的 是

实现了知识向课程的跨越。

三、结课的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

结课的科 学 性 有 两 方 面 的 含 义：一 是 教

师的 语 言 表 述 及 专 业 术 语，如 符 号、图 表、模

型、数 据 等 要 科 学、准 确，不 能 有 错 误 或 模 棱

两可的表达；二是结 课 的 内 容 选 择 要 科 学，要

抓住核心和 主 干 知 识，突 出 基 本 技 能 的 培 养

和思想方法的凝练。

（二）简约性

结 课 环 节 的 时 间 一 般 比 较 短，所 以 教

师 要 对 教 学 重 点 内 容、重 点 知 识 进 行 高 度

的 浓 缩 和 概 括，让 结 课 成 为 点 睛 之 笔。因

此，教 师 的 语 言 表 达 要 字 字 珠 玑，不 可 冗

长，不 能 泛 泛 而 谈，也 不 需 要 面 面 俱 到；标

题、符 号、图 表 等 板 书 要 简 洁 明 了，切 忌 繁

杂、凌 乱。

（三）直观性

“不闻不若闻之，闻 之 不 若 见 之”，强 调 的

是直观感知事物，获 得 直 接 的 感 性 认 识，遵 循

感性到 理 性 的 认 识 发 展 规 律。因 此 结 课 时，

应该 结 合 语 言 描 述，合 理 运 用 符 号、图 表、模

型或数据等，直观、形 象 地 描 绘 学 习 内 容。这

些形 象、生 动 的 表 征 有 助 于 学 生 巩 固 所 学

知识。

（四）启发性

结 课 时，要 紧 扣 教 学 主 题，设 置 能 启 迪

学 生 思 维，调 动 学 生 积 极 性 的 问 题，通 过 启

发 性 问 题 激 起 学 生 思 维 的 火 花，促 使 学 生

积 极 探 索 利 用 所 学 知 识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方 法。

（五）趣味性

课堂的尾 声，学 生 的 精 力 和 注 意 力 都 有

所下降，课 堂 气 氛 会 相 对 沉 寂。要 使 学 生 从

倦怠的情绪 中 解 放 出 来，唤 起 他 们 主 动 参 与

的热情，结 课 应 该 具 备 一 定 的 趣 味 性。机 智

幽默的语言、真实场 景 的 模 拟、各 类 模 型 的 搭

建、化学实验的探究、师 生 角 色 的 互 换 等 都 是

激趣的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