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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能否发现问题或能否提出好的问题

标志着他的学习水平的高低和能力的强弱。从学生学习化学

情况来看，提不出问题或者提不出好的问题，往往成为中学

生学习化学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之一。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在

于学习过程中基础知识不牢靠、不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区别、不善于善于观察和思考等。由于这些缺陷的存

在，导致许多学生对问题视而不见，无法发现问题。学习过

程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解决问题的循环往

复的过程。因此，不会提出（发现）问题也就不能主动学习

，从而导致学习水平低下。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是在对事物

进行全面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正向和逆向思维

活动来实现的，它具有一定的方法和途径。下面介绍中学化

学学习中常用的一些方法，供同学们学习时参考。 方法一：

逆向思考，提出问题 这种方法的具体做法是对某些化学事实

从反向进行思考，改变某一或某些化学事实的叙述方式，变

正向叙述为逆向叙述为逆向叙述，从逆向提出问题。例如，

《序言》中提到：在化学变化中常伴随放热、发光、变色、

放出气体等现象的发生。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从逆向的

角度提出“伴随放热、发光、变色、放出气体等现象的发生

的反应是否一定为化学变化？”问题。 方法二：觉察异常，

发现问题 该方法通过观察某一事物或某一过程中的“异常点

”，从而有针对地提出问题。由于“异常点”中往往隐含许



多问题，于是，学习过程中要善于抓住异常之处发现问题。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用容器盛装固体物质，容器的口总是

向上的，而《序言》[实验4]中，盛装固体碱式碳酸铜的试管

其管口却是要略微向下倾斜，这是为什么？ 方法三：善于对

比，发现问题 化学事实往往存在相同或相异的地方，学习过

程中要善于对不同的事物或化学事实进行对比，通过比较事

物间的不同提出有关问题。氧气和臭氧均为只有氧元素组成

的单质，那么，“它们是否属于同中物质？其性质是否一样

？”又如，在氢气还原氧化铜的实验中氢气必须“早通迟撤

”，而酒精灯加热却要“迟到早撤”，这是为什么？能否调

换顺序？ 方法四：穷追不舍，刨根问底 具有某种属性的物质

往往有多种，而且某种物质通常具有多种属性（如用途）。

课本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不可能对有关事物的属性一一加

以罗列。学习过程中，应学会穷追不舍，发现问题。如，课

本中有谈到“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微粒”，这里

说分子仅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微粒。那么，“除了分

子之外，还有那些微粒可以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呢？” 方法

五：联系实际，发现问题 实际生产生活中存在许多化学现象

，其中隐含许多化学知识，学习时，要善于联系实际，发现

问题。如“油库为何要严禁烟火？”“干燥的夏天为何常见

鬼火现象？”等等。 方法六：探求因果，提出问题 抓住事物

内部的因果关系，由“果”导“因”或由“因”推“果”。

这是常见的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的一种方法。我们知道，元

素的结构、性质和用途之间存在下列关系：用途结构 性质 制

法保存于是，学习过程中，抓住“果”（物质的性质或用途

）来探求“因”（物质的结构或性质）；或抓住“因”推到



事物的“果”。如进行氧气用途的学习时，可以提出“氧气

为何可以用于炼铁、航天和气焊？”问题。方法七：改变概

念的内涵和外延，提出问题化学概念包含内涵和外延两部分

。内涵所反应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而外延是指概念

的对象范围。如“单质”和“分子”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可

以表示如下：概 念 内 涵 外 延单质是指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纯

净物 同种元素组成 纯净物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微

粒 物质化学性质 微粒通过改变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可以提问

：（1）“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属于单质”；（2）“分子

是保持物质性质的一种微粒”。这两种说法是否正确？上面

介绍七种常见的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的途径，掌握这些途径

，将有助于发现问题。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善于利用以

上途径，经常问一问、想一想，努力提高学习能力。 题四：

学会阅读 阅读和观察一样，也是感知化学事实、获取信息的

重要方法。会不会阅读、研读到什么程度直接影响到所感知

信息量的多少、深浅以及学习效率等。如何才能有效地阅读

呢？ 第一、学会速读 速读是一目十行的阅读。它主要是为在

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较多的信息。通过速读，对课本知识的内

容和逻辑结构作粗步了解，并明确所需感知事物的重点、难

点和疑点等，为精读提供“物质基础”。速读的技巧主要有

：（1）意群扫描试阅读。这种阅读并不是以字或词为单位进

行阅读，而是以意群为单位进行阅读，掌握化学事实基本意

思即可。（2）浏览。即对全文粗略阅读，达到对内容的大体

了解或整体认识为目的。（3）跳度。即对自己所要了解的特

定内容进行阅读，以便搜寻特定信息资料或捕捉重点。对于

速读，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可以提高获取知识的效率。但速



读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如跳读，只能获得自己所需的内容，

对化学事实的整体概貌无法搞清；又如浏览，无法获取化学

事实背后隐含的深层的东西，仅能获取知识的概貌。象采用

浏览方式预习《盐类的水解》内容时，仅可以初步了解教材

的主要内容：1）盐类水解的概念和实质；2）强碱弱酸盐、

强酸弱减盐的水解情况；3）盐类水解的应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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