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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初中生论文篇一

记得有一个星期的星期四下午第三节课，我们在上科学课，
在科学课上，我们做了小实验，实验的方法就是：在三角架
上放了一张白纸做的纸船，在纸船里倒上一定的水，最后把
酒精灯轻轻地移到三角架下，纸船里的水会怎样？纸船又会
怎样？同学们议论纷纷。老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们开始做实验吧。”

只见老师把三角架放在桌子上，又把事先准备好的纸船放在
三角架上，接着，又从烧杯里倒进了半个纸船的水。最后一
步了，老师用火柴的火把酒精灯点着了，在把酒精灯移到三
角架下，等到水和纸船的变化。不一会儿，我们发现，纸船
没有被烧掉，纸船里的水也都还在。

我们的嘴张得可以放下一个鸡蛋，老师说：“纸船之所以没
有被烧掉是因为物质在燃烧需要一定的温度，因为纸船在加
温的同时，水分也不断蒸发。水蒸发，水蒸气带走了热量，
所以在水烧干之前，纸船是不会燃烧的。”

我知道了：在烧纸船的实验中，纸船里的水不会蒸发？纸船
也不会被烧毁。



初中生论文篇二

浅谈培养高中学生的化学自学能力

文/蔡小琼

摘要：从课程标准和学生发展出发，提出了培养学生自学能
力的重要性，从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即课前预习、课堂组织、
课后总结等，不断指导学生阅读的方法以及培养学生信息处
理的能力，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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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发
展的主体。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因此，在教学中我
们应该确立以学生为中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
理念，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下面结合近几年教学过
程和反思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自学能力是学生自觉地运用科学学习方法，参考教科书及有
关资料，独立钻研，自主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是一
个人多种智力因素的结合和多种心理机制参与的综合性能力，
也是衡量一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曾说过：“不要教死知识，要授之以方
法，打开学生的思路，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在高中化学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可以具体化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师生从心底意识到自学能力的重要性

高中化学虽然以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为主，但对学生的学习
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强调自主学习的能力、探究能力和终
身学习能力。因此，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势在必行。
曾经我们站在三尺讲台上，讲得滔滔不绝，最终却发现收效



甚微。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内因
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长期以
来，我们的课堂重教师讲授轻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教师把
主要精力放在讲授上，上课成了表演。(化学教学论文)另外，
许多教师担心学生的自学能力，唯恐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在
课堂上教师从头讲到尾，只有灌输的过程，没有消化的过程，
更谈不上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必须最大限度地
调动学生源自内心的学习积极性，把课堂交给学生。要做到
这一点，教师必须改变原有的“大而全”“满堂灌”的“填
鸭式”的教学方法，采用民主、开放式的做法，从学生的实
际出发，在教学中把他们当成学习的主人，引导他们多参与
教学，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他们意识到自己
才是学习的真正主人，而不是强迫他们学习，这样才有主动
学习的积极性。

二、教学过程环环相扣，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是自学能力的基础，离不开阅读书籍与文献资料。
教师应该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学生进行阅读训练，激发自
学的乐趣和增强自学的信心。课前预习，能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重点、难点，促进师生互动，从而占领课堂。课前预习
是由教师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制订好符合学生实际的'
预习提纲，使学生有目的地阅读教材，带着问题去探索知识，
并理解、记忆、消化要掌握的教学内容，同时发现问题。课
前预习有利于学生上课专心听讲和解决问题，也使课堂上有
更多时间进行各种练习，对课后归纳总结也大有帮助。例如，
学习高中“化学反应原理”第一章第一单元“化学反应中的
热效应”《化学反应的焓变》这一节内容时，可拟定如下预
习提纲：

1.重点

（1）掌握常见化学变化中能量变化的类型。



（2）了解常见吸热反应、放热反应。

（3）掌握热化学方程式。

2.难点

（1）建立化学反应中能量转化的观点。

（2）准确掌握热化学方程式。

学生根据提纲针对性地预习思考，将有疑问的地方记录下来，
写出比较有效的思考。接下来，在课堂教学中，预习提纲中
的有关问题可以用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解决，对于重点、难
点问题则引导广泛的交流，达成共识。至于在讨论中不能解
决或存在的共性问题，才是教师在本节课要重点解决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讨论交流要避免草草了事或走过场，要充分
利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并且，每学完一节课
后，要引导学生及时进行总结，尤其是有疑难的地方。学生
对知识进行整理的过程也就是自学能力训练的过程，也有利
于深刻、牢固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例如，学完“化学能
与电能的转化”，学生可以通过列表对比分析原电池和电解
池相关知识，归纳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还要督促学
生进行课后阅读，并通过适当的习题巩固加强，让学生从知
识的掌握过程逐渐过渡到知识的应用过程。就这样，通过在
教学过程中我们抓好课前、课堂和课后这几个环节，对学生
进行从慢速度到快速度、从粗读到精读、从低要求到高要求、
从扶着走到放手走的训练，逐步使学生的化学阅读能力得到
提高。提高阅读能力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

三、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

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最终是通过解题来体
现的，因此，信息处理能力十分重要。经常会有学生反映听



老师讲题时觉得思路很清楚，过程很简单，可一到自己做题
时又无从下手，其实，这就是学生欠缺信息处理能力的表现。
因此，在平时讲解习题的过程中，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草草
读题，应该选择典型题目让学生仔细读题，指导学生标出关
键字、词，引导学生敏锐地觉察“题眼”，发现题中“隐
含”的条件，弃去“无用多余”的条件，抓住题目的实质迅
速找到解题的突破口。综观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尤其是综合
能力测试题，主要就是信息题。通过信息题的方式考查学生
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利用信息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随着高
考命题改革的深入，可以预见高考化学试题将会进一步拓宽
信息源，提高文本阅读和非文本（图像、图表、实验装置等）
能力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精心备课，有意识、
全方位地通过学生思维的训练培养信息处理能力。（本文出
自范.文.先.生.网）在平时教学中，要训练学生运用已有
的“双基”知识去解决新问题，主要是针对题干所给出的信
息，加以分解、联想、迁移、转换，找出新信息与已有知识
的结合点，运用发散性思维解决新问题。也就是培养学生接
受、吸收、整合信息的能力，不断提高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发
挥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不断提升学生对新信息的加工、吸收
和存储的能力，为应用知识解决问题打好坚实的基础。

叶圣陶先生倡导学生出了学校，从事工作之后做主动有为的
人，要一辈子自学自励。这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自学能力
是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只要我们身先示范，坚持不懈去实
践，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给予他们继续
学习和深造的动力就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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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论文篇三

生命如同一个转动的轮盘。它只有一个方向，不停的前进。
直到它没有了动力，它衰竭了;停止了转动，就是生命的彻底
告别。

你也许会感慨他的稍纵即逝，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
不曾留下一丝蛛丝马迹。我却如同在沙漠在求生，在那浩瀚
的时空里淘尽一切所有的沙砾，却发现了生命比喻的真
谛：“唯有风，才可以真正穿梭自然、穿越荆棘，战胜一切
阻难。

曾那时，狄金森把人生的画面淋漓尽致的描绘成了篱笆墙那
破腐不堪的内外。在篱笆墙上，我们缀着身子一层又一层的
爬过，实际上，这层层篱笆缀满了那可怕的荆棘，我们艰难
无比爬过时，早已遍体鳞伤，身心俱灰。在这时，你所能想
到的、看到的只有风在墙外千绕百折，不屈的呼啸而过，在
那一层荡荡的空气中永远凝结了他那壮观的痕迹。

我们在这个充满亘古岁月的旅途中，顽强着、拼搏着、不畏
艰难在充满人生的坎坷中奔跑着，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之中
涅盘，人生的忧愁如恶魔缠满全身，痛苦如那火红的血水飘
洒一地。我们很疲累，却无从止歇，我们苦，却是我们无法
去逃避。只有去轰轰然然面对。当一次次人生中的烈日暴雨
来过，沙漠中那席卷天地的飞沙走石来过，我们身心早已布
满伤痕累累，却始终还要面对着一片荆棘的丛林。

梭罗说：“在这儿你可以听到河流哗哗的喧闹声”。在那失
去远古名字的风中，飒飒的吹过树林。或许这样能够垂问远



古，能够真真实实的领悟风的真谛。

伟大的诗人苏轼他遥遥看见了风。这个辉煌而又饱尽沧桑的
文人墨客因黄州诗案而开始受到政治压迫，人生开始变得落
魄，一直始终辗转难安。在那一夜，一个赤壁的月夜里，他
顿时立刻心灰意懒，眼神直视着“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
月”让他想到了做他那个神鹤蹁跹的美梦。它巍然般的站立
着，一动也不动，他的思想仿佛长着翅膀一般凌空而立。它
俯瞰着，面对如同滔滔江水般深沉、落寞的失意，他看见了
风在山顶洒飒飒的呼啸，盘旋在、突然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
穿越过那漆黑可怕的荆棘丛林。一瞬间，他心中那堆积已久
的块垒，顿时坍塌。缠绕满身的痛苦扬长而去。忘记了一
切……痛苦、挫折……顿悟_一幅幅那悲伤、痛苦的画面，彻
底的在他的脑海里粉碎。

初中生论文篇四

万物明净如洗，阳光温柔似水。终点的站牌，遥不可及的在
鸟啼声中显得更加清晰。只是在起点处等待的人，总认为会
有飞驰而来的火车载其远行，却不知道应该先买票。

人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感情却又有着私欲的物种，用流逝
的时光来满足内心的欲望，也许会在某个路口，某个时刻，
幻想着不切实际的一夜暴富和功臣名就。这就是“守株待
兔”最好诠释：

倚在木桩前，享受着风带来的恬淡惬意。眼神中流露的不是
悠闲，而是荒山中仰天长啸贪婪的狼所映射的欲望。在他的
脑海中，过去的幸运会再次眷顾他，兔子还会再一次的撞上
树桩，而自己便可以理所应当地获得美食。

有的人企图不经过努力而得到成功的那是机遇。他们耗尽了
自己青春年华来为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准备，痴心的想着我也
可以随意的站上璀璨的舞台。



但他们只看到成功者的光芒，听着成功者不朽的传奇故事，
看着成功者在荧屏前的骄傲，却不知道她们为了这一瞬间准
备了多少的时光。他们只是用光明盖过那背后辛酸的黑暗。
那些苦苦等待着机遇的人是永远也看不到奥巴马在深夜里对
着镜子演讲到声音嘶哑;永远也听不到朗朗在多少个无人深知
的日子中，在不起眼的角落中演奏着人生的序章;永远也摸不
到蝴蝶破茧时顶着生命危险的紧蹙的眉头，当然永远看不到
的不只有这些。

也许，当你满心欢喜地拿着伴个多少夜咖-啡因的稿子走向主
编办公室;当主编用鄙夷的眼神将你的成果不屑得丢弃在垃圾
桶中，被带着星星火的烟所散发的浓烈的气息所覆盖，别郁
郁寡欢。看着那些趴在电脑前，翘着二郎腿，嗑着瓜子，抿
着小茶的人时，你会觉得自己早已才在他们的肩上。也许，
当你捧着玫瑰，穿着西装，打着领结，向心仪的女生表白时;
当女生狠狠地将花摔落在泥泞的小路上后扬长而去时，别怨
天尤人。看着是有盯着黑漆漆的手机屏幕发呆，感叹“为什
么没人喜欢”时，你会觉得自己已远远的超越了他们。

事实上，准备了不一定会成功，但若不准备就一定不会成功。

人抱着欲望，怀着奋斗的矛盾而活在这世上，一直在纠结如
何处理两者关系。那倒不是把这时间放在准备上，你会发现
自己不再是等待火车的痴人，而是同火车一起上路的旅人。

别上春花绿了盛夏，秋月染白了寒冬，才知道什么是准备，
什么是机遇。成功永远不需要等待。

切记：且行切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