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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高中化学运用数字化的探究
陈永平

（宁夏石嘴山市石嘴山市第一中学，宁夏 石嘴山 753200）

摘要：随着新的课堂标准提出问题，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

怎样把信息技术应用在教育行业中，促进教育数字化，改变学生

的学习方法，是极其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通过对在教

学活动中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影响，如何在高中化学中应用数字

化并将数字化环境的意义发挥到最大，从而提高学生的化学素养

展开话题。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应用数字化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传统

的化学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更有效率的学习高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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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有

校园网且网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将高中化学的教学活动转变为

数字化教学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为了学生能够更有效的学

习高中化学并且自主学习，通过互联网开展高中化学教学活动是

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学生通过互联网可以接受到各种各样的教

学资源，且同学之间也能相互交流，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加多样

的学习平台和学习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提

高学生的化学素养。因此，我将探讨如何让学生有效利用数字化

学习的方式，通过在教学活动中应用数字化教学模式，增强学生

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一、利用数字化实验让学生爱上化学

众所周知，化学是一门需要学生有很强的实践能力的学科，

化学实验教学也是化学教学的主要方式。高中化学不像初中化学

那样，高中的化学知识极其复杂，晦涩难懂，学生在学习高中化

学的过程中，极易产生厌恶的心理。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

学生从心里喜欢上数学，学生才会对化学投入经历，更加积极主

动的去学化学。因此，我们可以将化学实验的模式转变为数字化

模式，这样学生能更加直接的理解理论知识，激发学生对高中化

学的喜爱，使学生在课堂上更加踊跃的探索问题。

例如，在高中化学实验“运用不同的催化剂使过氧化氢产

生催化分解”的实验教学中，需要学生提取三份一模一样的过

氧化氢溶液在一份过氧化氢溶液中加入氯化铁溶液，一份中加

入二氧化锰溶液，一份中加入新鲜的猪肝，学生观察二氧化锰

的催化分解速度。这样的实验模式复杂的步骤以及单调极易让

学生产生畏难心理。而在数字化环境的化学实验中，我们只需

要安装气压传感器，并通过电脑分析实验数据可以更加准确的

便捷的得到过氧化氢的催化分解原理。在之前的化学实验中，

实验结果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往往是通过个体因素表达出来

的，而且这个实验也仅仅是液体产生气体，学生容易产生无聊

的心理。通过在实验室中引入气压传感器以及数字化分析的方

式，可以让原来无趣的实验变得更加直接，从而激发学生对化

学实验的兴趣。

二、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将抽象的化学知识直观化

高中化学与初中化学相比，研究的是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

因此高中的化学理论知识更加的难以理解，学生极易产生畏难心

理。为了能让学生更加有效的学习高中化学，让学生不在害怕高

中化学，我们应当在教学活动中运用数字化手段帮助指导学生，

使数字化教学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把晦涩难懂的高中化学理论知

识更加直观的表现出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高中化学知识，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学生学习高中化学效率低下的情况。

例如，在高中化学“常见的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这一堂课

的教学时，什么是电解质是很难理解的，电解质的电解程度也是

难以理解的。在教学“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时，因此，我们可

以在教学活动中运用数字化的方式让学生更加直接的让学生掌握

不同的电解程度。我们可以在测量浓度盐酸和醋的酸碱度的过程

中，可以安装酸碱度传感器更加直接的测量浓度盐酸和醋酸的酸

碱度；在测量浓度盐酸醋酸的点解程度时，可以通过安装电导率

传感器测量盐酸和醋酸的点解程度。

三、构建数字化课堂

许多学生之所以喜欢高中化学是因为化学与实际的生活有很

大的关联，或者化学现象对于自己来说是有趣的，但是久而久之，

学生就不在喜欢化学老师对于知识的讲解，这些东西是看不见也

摸不着的。但是为学生构建数字化课堂，将抽象的物质让学生真

正的看见，感受到神奇的化学微观世界。因此，在高中化学教学

活动中，我们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计算机或者其他的信息技术设

备构建数字化课堂，把信息技术设备与高中化学有机的结合起来，

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化学世界，让学生在高中

化学课能够更加直接的感受到课本上的知识并进行总结，从而让

高中学生从心里爱上化学。但是，我们在为学生构建数字化课堂时，

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我们要把信息技术设备的特点以及学生的

心理发展特点以及教学的内容有机的结合起来，更加合理的构建

数字化课堂。

例如，在进行“氧气的性质”这一堂课的教学时我们可以在

上课之前为学生播放一段生命是如何起源的视频，这样就可以让

学生更加直接的感受到原来有了氧气才有了生命。把信息技术与

高中化学有机的结合起来，用各种各样的音频视频，以及真实的

场景，牢牢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课堂上更加的有状态。

四、结语

将数字化信息技术与高中化学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可以得出

直观形象、具体准确的实验结论，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可

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还有助于学

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帮助教师突破重难点，以达到更

好的教学效果。数字化信息技术实验除了可以应用在盐类水解的

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应用于理解“平衡移动”原理、探究“离子

反应”的实质、验证“沉淀溶解平衡”实验、探测“酒精灯火焰

温度”等中学化学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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