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周周记——从微观看世界

本周主要是开启初中化学中第一次的微观世界教学——分子和原子。上周我

也准备了着两个课时的教案和 PPT，后来也听了办公室中几位老师的课，认识到

了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从课件上看，要生动形象地放映出分子和原子的区别和关系。比如分

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可以通过动画播放分子的拆分和重新组合。再比如物理变化

和化学变化中的微观本质，可以充分运用希沃的交互功能，通过分子和原子的拖

拽来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

其次，从活动上看，分子和原子是很抽象的微观世界，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建

构微观世界的模型呢？在备课时，我认为要在课件上用圆圈代表原子，从而把微

观粒子宏观想象出来，再让学生在宏观的物体上画出微观粒子反馈。听完老师们

的课后，我发现，我这种想法虽然可以考虑，但有几点欠缺考虑的，比如分子的

体积和质量很小，如果我可以让学生画出来，就可能会导致学生产生迷思概念：

分子是可见的，物态变化会让其中的微粒个数发生变化等等。

最后，从框架上看，每位老师的授课思路也不同。教龄比较大的老师更多是

按照课本的思路，讲清楚课本上的每一句话，因为她们会更关注课本编排的顺序

及其原因。而年轻一些的老师则喜欢在每节课列一个大框架，比如讲述分子和原

子的第二课时时，老师会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列框架，按照框架的顺序写，横向

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区别，纵向则是每种变化的宏观现象、微观本质，这么

做的话可以帮助学生建构起宏微的关系。所以虽然每位老师的授课思路不同，但

他们的各有优点，至于如何抉择，则依据老师的经验和学生的学情。

本周的备课和听课让我意识到，一节好课是需要不断打磨的，且一定要以学

生为中心，帮助学生建构学习化学的思维和知识框架，这样才能为后面的学习打

好基础。

除此以外，本周我也意识到我在评课时的不足。在每一次听课后，老师们都

会询问我们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起初，我总是从一些小的点切入，给出一些建议；

经过几轮评课后，我意识到评课应该从大框架、细节、活动和课堂反馈入手，分

别阐述优缺点，再给出适当的建议，这也是我未来几个月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班主任工作方面，我已经全然适应了管理班级的生活，同学们似乎也习惯

了我的存在。不过本周，我发现我们班中有一些异性交往过密的现象，在好奇心

驱使下我便和学生们聊起了这件事。以同龄人的身份，去和他们沟通交流后才发

现，有时候眼见的经过大脑加工后便会成为假象。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一定要多

交流，了解学生心中的真实想法，这样才会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也便于增

进师生间的感情。



以下附上本周听课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