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周周记 

9 月 21 日 

   今天班会课，任务是学生填写人口普查表，虽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学生填写的

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对于任务型的工作，班主任在处理问题时需要把具体的问题列出来，

给予学生明确的指示，从而让工作进行得更有条理。 

   听了三个班的化学课，都是关于离子反应的习题课，但三个教师的方式略有不同。第一

位班的学生基础比较好，教师选择的是导电和除杂的题目，这是离子反应中比较难的题目，

对于导电图像的题目，教师要注意过程的讲解。因为学生还没有学过浓度的概念，教师在学

生解题之前要给学生足够的信息，让他们明确概念。在还没学习物质的量之前，教师可以采

用直观的方式讲解“浓度”概念，比如用一杯盐水咸与淡的例子，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

如果一开始就抛概念的话，就会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困难。然后再逐步进行引导：导电→自由

移动的带电粒子→溶液的导电能力影响因素→溶液中自由移动的离子浓度和离子所带电荷。 

导电图像的题目，教师需要按部就班的进行讲解，写方程式→电离→分析总体趋势→根据信

息分析前后导电能力的强弱，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如：①与滴加顺

序有关②氢氧化钡能导电吗？③为什么图线先下降后上升？ 

    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班级进度比较慢，讲了离子共存的问题，对于离子共

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总结归纳，从而形成离子共存问题的解题思路。第三个班是个经

验十分丰富的教师，习题课的按照题型进行，条理非常清晰。对于教师来说，要有很强的总

结能力，研究出题方向，给学生总结题型，这有利于学生了解出题方向，便于做题巩固与归

纳。对于题目可以随机提问学生，检测学生的掌握程度，了解学生的错误原因。做完练习一

定要给学生或者让学生自主总结归纳方法，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巩固，有利于学生找到解题切

入点。另外，习题课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进行练习，教师巡回留意学生的做题情况，了解学

生出现的问题。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进行讲评分析。 

教师在习题课要考虑学生情况的问题，由易到难的进阶，相同类型题目的归纳总结。讲

练结合，注重解题方法的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归纳意识。 

9 月 22 日 

晚上学习到了老师管理班级的方式，大方面从全班学生进行教育，小方面从班干抓起。

与班干部谈话时，叮嘱他们写好班级日志，让他们明白管理班级是每个人的责任，但既然当

了班干部责任就更加大，对于班级日志具体问题写清楚，优缺点都可以写，遇到小问题先解

决，不能解决再找班主任。这样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班干部的作用，教师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学

生，从而了解很多班级的事情。另外让班干部明白管理前期可能比较累，但是一旦学生们养

成习惯后就会轻松很多。同时让他们明白班干部工作不仅仅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还会给自

己一个鞭策的作用，减少班干部的顾虑。关于宿舍的管理，要发挥宿舍长的作用，让宿舍长

明白管理宿舍是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宿舍长担心与舍友的关系时，让他们可以表明自己的立

场：不是你的要求，是老师的要求，让他们减少顾虑，提高积极性。 

9 月 23 日 

今天听了氧化还原反应的课，氧化还原反应是高中化学的重要理论知识，是学生学习的

重难点，教师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理解有很大影响。我的指导老师采用板书式教学，课前

给学生强调本节课的重要性，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学过程：首先让学生完成课本的

表格，从得失氧的角度定义氧化反应、还原反应。接着引出问题：元素化合价有什么变化？

让学生分析化合价变化，从化合价变化的角度定义氧化还原反应，总结化合价变化是氧化还

原反应的特征和判断依据。顺承讲解常见的元素化合价，在复习初中知识的基础上适当拓展

学生没系统学过的变价元素的化合价。接下来进行练习：判断方程式的基本反应类型及其是

否氧化还原反应，总结四大基本反应类型与氧化还原反应的关系，让学生用集合来表示，体



现了跨学科的思想。接着引出问题：什么导致化合价变化，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氧化还原反应，

总结本质。最后讲解了双线桥模型，厘清概念及其关系。最后总结三个角度的氧化还原反应

和双线桥。本节课的思路十分连贯，逻辑很清晰，最值得学习的是每一部分之间的过渡联系

是十分紧密的，教师通过提出问题的形式引导学生过渡到下一个环节，不会显得生硬与突兀，

整个思路非常连贯。其次，教师讲解双线桥时，通过前面的不同角度，已经铺垫了部分概念

间的关系，在双线桥这里，再次把所有的概念串起来，充分体现了“最近发展区”的教学理

念。这个对于学生是难点，教师先从一条线讲起，特别注意需要讲通讲透，让学生能够理解，

然后再让学生类比，写出另一条线，以及练习其他例子，强化学生的理解。对比了其他老师

的教法，另外一个老师也是从三角度来讲解，但是与我的指导老师不同的是，他的三角度是

直接提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具体例子分析总结而来，对于这个我认为会显得本末倒置，不太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从上层概念出发，会增加学生的理解困难。并且该教师的口诀是直接

给出学生后让学生应用于解题，而我的指导老师是通过具体例子——双线桥的讲解后总结出

口诀，我更认同我的指导老师的方式，知识是建构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强加于学生身上让学

生记忆。 

9 月 24 日 

批改了四个班“氧化还原反应”作业，从作业中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每上完一次课，

教师都要有针对性地布置书面作业，上交批改。学生出现的主要问题有：对还原剂、氧化剂、

还原产物、氧化产物判断错误；电子转移数目计算错误；化合价升降与电子得失的关系弄混

淆。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学生对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关系理解不到位，必要的口诀可

以帮助学生更加快速地解决问题，但背口诀的前提是学生得理解了其中的概念及其概念间的

联系，建立双线桥模型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方式，用典型的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作为例子，建

构双线桥模型，可以将化合价升降、电子转移及其数目，氧化剂、还原剂、氧化产物、还原

产物建立联系，拥有具体的例子，学生比较容易进行举一反三。对于电子转移数目的计算，

需要结合例子进行讲解，用文字描述计算公式是很抽象的。这也是教师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非常重要，我们要多学习前辈教师的方法，他们的经验是一笔财富，我们要多听课，多反思，

与老师多交流。 

办主任会议，了解到作为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也很重要。现在许多家长很看重学生的

成绩，班主任要和家长进行沟通，调整家长心态。让家长知道不用太看重周测的成绩，这是

检测学生的一个手段，初高中难度不同，不能用分数进行对比，允许孩子有失误，重要的是

告诉孩子吸取经验，不要对孩子造成太大压力。良好的家校合作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成长，

班主任作为桥梁，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9 月 25 日 

第一第二周的晚修，偶尔在走廊巡查，学生都非常安静认真，到了第三周，可能学生的

关系更好了，开始出现晚修说话的情况，以及打了上课铃拖拉进课室的情况。于是乎，我在

上下课时会走进班上进行巡查，虽然说这里实行班干部坐班制度，但是毕竟会有一些局限性，

时间长了学生就会出现松懈的情况，作为教师在这些苗头出现时要进行管理与遏制，巡班会

给学生一些警醒作用，对于一些“顽固分子”也要及时地进行转化。 

对于学生不喜欢某门科目的处理：让学生知道有偏好是正常的，但是可以说很喜欢某门

科目，但不能说不喜欢某一门科目，这都是学习任务，如果放弃某一科将影响整体成绩，而

且到了高二还要学考，不能让自己不喜欢哪一科就放松，也要努力把它学好。 

很多学生上了高中压力很大，作为教师要排解他们的焦虑，让他们学会正确看待成绩，

成绩暴露出来的学习问题才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部分学生总是停留在初中光辉的成绩当中，

这些同学还没有开始适应高中的学习，没有正确地面对这种落差感，作为教师要让他们清楚

眼光不能停留在过去，而是在关注当下。初高中是无法进行比较的，竞争对手都是强者，不



进则退。而且不能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与太高的要求，也要给自己犯错的机会，暴露问题

解决问题才能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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