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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教学已经悄然走进了课堂。网络教学有诸多优点，当然，也有一些不足。本文从应用的角度
阐明了网络教学的优点，影响网络教学的不足，以及在网络环境下提高化学课堂教学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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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教学已经悄然走进了课堂。网

络教学有诸多优点，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决不包办代替，越俎代
庖。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学生应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独立解
决，这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 

一、网络环境下元素化合物知识的教学实效性研究 
元素化合物知识是化学学科中重要内容，元素化合物教学

是中学化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学化学教师研究的
重点。但这类内容的教学是否只能遵循结构——性质——用途
的单一模式？在新的课程观念的倡导下：如何在元素化合物教
学中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落实“提高学生科
学素养”的教育宗旨，最终促使学生的自我发展，本文在网络
环境下对元素化合物的学习，以人教版高一必修第一册第七章
第二节——《硅酸盐工业简介》做了一次行动研究。 

1．教学设计 
本课教学的主要框架是： 
硅酸盐材料：是以含硅物质为原料的经加热制成的，这一

制造工业叫硅酸盐工业。传统的硅酸盐工业包括：水泥、玻璃、
陶瓷等。 

天然硅酸盐结构：其基本结构单元为硅氧四面体， 即硅位
于四面体的中心， 四个氧原子位于四个顶点，四面体相互结合，
或与金属离子形成：具有单个阴离子，链状或层状阴离子以及
骨架状结构等四大类硅酸盐。 

本堂网络课程以水泥、玻璃、陶瓷等我们日常生活熟悉的
材料为例，详细地介绍了硅酸盐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分别从
发展史、反应原料、生产工艺、分类及用途等方面加以介绍，
并附有大量图片，图文并茂。本课堂介绍的生产流程及设备不
易于表达，可以由相应的图片展示给学生，学生对这样的网络
教学很感兴趣，相比文字较多、颇为枯燥的教科书，学习的动
力要强得多，也适合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可以依据课堂教学目
标自行检索相关内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此外，学生还
可凭个人的兴趣爱好从友情连接中去搜索相关知识，借助这种
爱学的动力使得学生了解并掌握该课的知识点。 

2．教学模式分析 
这节网络教学课采用了网络环境下的“多任务驱动模式”

来指导教学设计。教师、学生、计算机网络是网络环境下的“任
务驱动学习模式”的三大要素。教师作为学习活动的指导者和
组织者，创设学习情景，帮助学生设定任务，并在学生探究过
程中给予必要的帮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主动去发现、探究，

理解和掌握研究内容所反映的事物性质、规律以及相互之间的
内在联系，并形成自己的认知结构，最终实现知识的建构；计
算机网络作为学生的认知工具，提供了大量的用于论证任务的
信息资源，能够创建协作学习的环境，实现学习者之间、师生
之间的交流合作，还有助于对学习过程各种要素的管理，为任
务驱动学习模式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资源保障和方便快捷的技术
支持。 

实施网络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只是查阅和理解信息，还要求
进一步进行信息处理 ，通过网络提供充分的探究空间来形成知
识结构。我们实施的网络教学给学生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应
用了化学教学认知过程中最新的观点，即对化学概念的理解必
须建立在三个层次上：宏观现象水平、微观粒子水平和符号表
证水平。 

高中化学的元素化合物知识主要是一些陈述性知识或下位
概念，即一些基本、常见或典型的化学事实性知识。这类知识
不同于化学实验技能，也不同一般的化学问题解决方法，它有
它自身的形成机制与贮存形成，它在人脑中主要是以命题、图
式（实验场景）等形式贮存，但的形成依赖于学生头脑中原有
的知识。 

高中阶段的元素化合物部分的学习大体上就是一种下位概
念的学习，即充实、拓展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或丰富原有层
次相对较低的观念、理论的内涵。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更加关心教学设计中的内涵和外延，
使学生在各种不同情境的化学学习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双
基，继而建构成稳固的化学知识体系，来支持更深入和有效的
科学研究。 

总之，网络环境下的化学教学，一改传统化学教学在形式
和内容上的单调、不能将知识有机联系的模式。网络环境下的
化学教学，它将教师备课、课堂教学、反馈练习、课后辅导、
学生个别化学习、在线考试等化学教学环节优化统一包容进来，
体现交互、合作精神，符合学与教规律的新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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