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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学中设置
“
认知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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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 了在化学教学中设置
“

认知冲突
”

的方法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提高学习的积

极性和探索知识的欲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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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冲突是一个人已建立 的认知结构与当前

面临的学习情境之间暂时的矛盾与冲突
,

是已有的

知识和经验与新知识之间存在某种差距而导致的

心理失衡
。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
,

在课堂教学中设

置认知冲突
,

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学习背景
,

模

拟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 〕。

因为在真实的学习背景

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一定存在矛盾与冲突
,

不

可能
“

伸手就摘到果子
” 。

如果教师过多地为学生铺

设台阶
,

使学习道路过于平缓
,

学生对所学知识就

不会有深刻的体验
,

学生也很难产生成就感
,

所学

知识容易遗忘
,

不利于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

1设置认知冲突的作用

1
.

1形成悬念 引发思维

在课堂教学中设置认知冲突可以形成悬念
,

使

学生产生企盼
、

渴知
、

欲答不能
、

欲罢不忍的心理状

态
,

由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

引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

1
.

2 强化注意 凝聚思维

认知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
设置认知冲突可以强

化学生注意
,

促使头脑保持一般警觉和知觉集中
, 2’ 。

认知冲突的设置还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
,

确定学习方向
,

凝聚思维焦点
。

认知冲突能够激活

大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
,

使学生能迅速的选择和接

受相关信息
,

并对信息进行有目的的加工
。

1
.

3 激发 内需 发展思维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
:
当学习者发现不能用头脑

中已有的知识来解释一个新 问题或发现新知识与

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相悖时
,

就会产生
“

认知失衡
” ,

因

为人有保持认知平衡的倾向
,

所以认知失衡会导致
“

紧张感
” `2 ’ 。

为了消除这种紧张的不舒服感觉
,

就会

产生认知需要 (内驱力 )
,

努力求知
,

萌发探索未知领

域的强烈愿望
。

在学生努力求知
,

变
“

朱衡
”

为
“

平

衡
”

的过程中
,

学习的主体活动得到了有效体现
,

思

维得到了发展
,

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

1
.

4 制造起伏 活跃思维

没有认知冲突的课堂教学就象一潭没有涟漪的

静水
,

气氛平淡
,

没有教学高潮
,

学生的思维松弛
,

大

脑皮层出于惰性状态
,

认知兴趣不能得以维持
,

教学

效果可想而知
。

在教学中设置认知冲突
,

一方面可

以唤起学生的思维注意
,

活跃课堂气氛
,

另一方面也

能激发学生的情绪注意
,

使学生从情感上参与课堂

教学
。

认知冲突的设置还可 以调节教学节奏
,

使课

堂教学有张有弛
、

有起有伏
。

2 设置认知冲突的方法

2
.

1创设矛盾情境 激发认知冲突

充分利用和发掘教材以及学生活动中的矛盾因

素
,

把学生置于矛盾氛围
,

使学生产生解决矛盾的迫

切需要
,

从而激起认知冲突
`, ’ 。 示例 1 :

在
“

化学反应

速率
”

部分
,

教师可提供这样一个化学事实
:
钠与乙

醇的水溶液反应时
,

增大乙醇的浓度
,

反应速率反而

减小
14 ’ 。

这与学生刚学过的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规律相矛盾
,

认知冲突由此而生
。

通过讨论
,

学生对

影响反应速率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

收稿日期
: 2 0 0 6 一 0 4 一 1 5

作者简介
:

李远 军门 9 6 , 一 )
,

男
,

副教授
。

主要从事有机化学
、

分析化学的教学和研究
。



140 西 昌学阮学报
,

有然科学版 第 2 0 卷

解 (钠与水反应较钠与乙醇反应要剧烈的多
,

当乙

醇溶液浓度增大时
,

钠与乙醇的反应逐渐居于主要

地位
,

反应物性质这一内因起了决定性作用
,

所以

反应速率减小 )
。

示例 2 :
在丙烯分别与 B。 / c cl

4

溶

液和 B rZ / 过氧苯甲酸作用
,

前者符合马氏规则
,

而

后者发生反马氏规则加成
。

这是矛盾的
,

通过分析
,

学生对反应条件的改变
,

其反应的历程也发生了改

变
`5 〕。

学生对化学反应的应用有了新的认识
。

2
.

2 利用化学实验 制造认知冲突

化学实验所展示 的物质世界的神奇变化与鲜

明直观 的化学现象是学生对化学产生兴趣的主要

源泉
,

它能有效地提供激起矛盾的新刺激
。

所以利

用化学实验设置认知冲突
,

更容易使学生进入学习

情境
。

示例
: 丁二烯和 H B r

加成时
,

1
,

2一加成比 1
,

4一加成快 ; 而 1
,

4一加成产物却比 l
,

2一加成产物

稳定
。

即产生 了与已有认知— 反应快的产物稳定

相矛盾的认知冲突 151
。

2
.

3 利用化学史 诱导认知冲突

示例
: “

原子结构
”

部分
,

教师提供以下史实
:
英

国科学家道尔顿在 19 世纪初提出 了近代原子学

说
。

他认为物质是原子构成的
,

这些原子是微小的

不可分割的实心球体
,

同种元素的原子性质和质量

都相同
。

道尔顿的原子学说对化学的发展起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

但从现代的观点看
,

道尔顿学说中的

三个主要论点却都是错误的 e[]
。

(道尔顿是学生在中

学 阶段接触的著名化学家
,

它的观点怎会有错 ? 现

代的物质结构学说又是怎样的 ? 认知冲突由此产

生
。

)

2
.

4 放开又收拢 隐蔽认知冲突

教师在讲解时有意中断思路 (与学生迫切想知

道事情原委的急迫心理相悖 )
,

插说其它内容或转人

其它活动 (这些内容或活动应为最终解决问题作铺

垫 )
,

这种先
“

离题
”

后
“

点题
” ,

先
“

放开
”

后
“

收拢
”

的

教学过程
,

隐蔽了认知冲突
。

学生先是疑惑迷茫
,

似

乎
“

山穷水尽
” ,

最后终于恍然大悟
,

达到
“

柳暗花明
”

之境
。

例如
:
在有机化学苯的定位取代规律的讲授时

,

首先提出
“

什么是定位基
”

的问题
。

讲授时并不直截

了当地指出这个概念的内涵
,

而是先
“

放开
” ,

让学生

回忆苯的亲电取代反应— 硝化
、

卤代
、

磺化反应中

的所有例子
,

并进行认真地理解和总结
。

最后老师

来一个
“

画龙点睛
”

的方法进行
“

收拢
” 。

学生对此概

念的内涵的理解就非常深刻
,

并明确了有三种情况

— 邻
、

对
、

间位定位基
。

教师进一步指出
,

在一般

情况下
,

邻
、

对位是是一类定位基 (第一类定位基 )
,

而间位是另一类定位基 (第二类定位基 )
。

2
.

5 制造
“

陷阱
”
暗设认知冲突

教师利用学生知识结构中的含糊点
、

易错点或

盲点
,

制造出相应的知识陷阱
,

引诱学生落人其中
,

再将学生从中
“

救起
”

或引导学生进行
“

自救
” 。

这种

制造陷阱
,

暗设认知冲突的做法
,

对于澄清学生的模

糊认识
,

防止学生错后再错
,

是非常有效的
。

例如
:

<

公
- C一

二
.

仁卜
C

一
教师故意讲授

:
方法 (一 )

了一飞
、 “ :

广- \

飞扩份
c ” ’

节刃二仁又了一
C ” 详 户 ) H

3 十 0

方法 (二 )

。 一
C一

嘴

仁卜
C H

:
c 。 。 H

爷仁卜
- C

、 嚣黔

住卜
C H Z C 。 。 H

让学生陷人错误中
,

大多数同学会认为方法 (二 )是可行的
。

教师对此进行分析
,

指出 (一 )
、

(二 )错误所

在
,

改变学生的模糊认识
。

正确的方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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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教学中设置认知冲突的做法一定还不

止本文提到的这些
。

另外
,

利用什么样的教学内容
、

在什么时机设置认知冲突等等
,

还需我们在教学实

践中进一步地探索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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