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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如何利用微课辅助化学教学 
◆谢利国 

（新田县陶岭中学  湖南永州  425000） 

 
摘要：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微课”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教

学方式。微课让教学重、难点突破，初中化学课堂教学更高效、直观化、

趣味化，学生更加活跃、更轻松，教师教学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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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课的概念及特点  
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

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
动全过程。“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微课因为
主题突出，内容精简，容量较小，可多次播放等特点，在教学实
践中受到广大师生的青睐。 

二、微课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微课教学逐渐被引入到初中化学教

学中，利用微课将课堂中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很重要的内容变得生
动与具象，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提高初中化学的教学效率。下
面是我在化学教学实践中使用微课的一些体会。 

1、导：在教学中，利用学生熟悉的广告、新闻、趣事等素
材，通过与教学内容结合，设计成特定的教学情境。例如在讲解
“生活中常见的盐”一节时，可播放一些建筑，待学生观看后，
教师提出问题：“该建筑这么华丽、坚固是用什么建成的？”学
生的好奇心与参与度迅速被激发，并产生对新知识的强烈渴求，
导课的好坏直接影响课堂的教学效果。微课导课应直接切题，其
形式常用设置情境式、设置疑问式和温故知新式等。在教学中，
应根据现有的微课素材选用合适的导课方式。 

2、学：在学生自主学习时，利用微课，对本节课将要学习
的重点和难点知识分解出来，提出问题，让学生以自主思考或互
相讨论等形式展开自学。 

3、教：知识的讲解是课堂的主体，也是微课应用教学的主
要形式。利用微课进行知识讲解，可以使繁琐的知识点滴化，抽
象的内容直观化，达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积极
性，从而提高教学效率。例如，在讲“水分子”时，帮助学生构
建微粒的概念是课堂教学的难点，让学生从微观的视角去理解化
学反应的本质，即不同物质的分子破裂后原子重新组合。对此，
教材中虽有相关的图片，但学生仍很难理解。借助微课的视频动
画，学生可以形象直观地发现水分子在电流的作用下破裂成氧原

子和氢原子，然后氧原子再相互结合成氧分子，氢原子结合成氢
分子的过程，学生通过肉眼根本无从观察的微小的分子、原子在
微课视频中它们俨然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个体，学生也在观看微课
视频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心情愉悦。又如，在讲“原子的
构成”时，很多学生往往交原子认定为实心球，电子仿佛运动员
一样在不同的轨道运动，这样一种所谓“形象”的认识是不准确
的。为了帮助学生纠正这种认识，我播放了几种不同原子结构的
解剖动画视频，学生在视频的反复观看中充分理解了原子的结构
和核外电子的运动规律，从而准确地理解原子的组成。 

4、练：利用微课进行课堂练习，这是教师讲解习题的一种
新方式。其模式是：先展示练习的视频，当中包含一个或多个习
题，教师点击停止，学生思考练习。待学生做完后，教师再点击
继续，通过视频讲解每个试题。如果还有其它试题练习，重复这
一模式。通过微课讲解练习，能减轻教师课堂讲解的负担。 

5、小结：利用微课进行课堂小结，应做到用 少的时间概
括 主要的内容。帮助学生形成知识框架，快速记忆。 

6、实验：化学是一门实验学科，实验是化学的基础。而初
中化学实验，有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一些反应物和生成物具有
一定的腐蚀性和毒性，在教室操作实验也会场地的限制，影响后
面学生的观察，这就会给实验的演示过程和效果造成一定影响，
弱化了实验效果。微课可以动 地、对比地演示一些化学现象,
可以有效地控制变化的速度,调节快慢,从而便于学生观察和思
维。有些化学反应瞬间完成,对其过程很难分步观察与判断,通过
制作微课视频,教师可以模拟控制反应变化的速度,调整教与学的
进度。比如，在讲“燃烧与灭火”的教学中，微课视频对白磷的
燃烧演示实验，讲解清楚，实验现象也明显。观看结束后，我请
学生闭上眼睛回忆并思考 3 个问题：（1）为什么铜片上的白磷能
够燃烧，红磷不能燃烧？（2）水中的白磷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燃
烧？（3）红磷能不能燃烧？ 后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内容，自然
地归纳总结出燃烧的条件。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的基础学科，在课堂教学中，若巧妙渗入
微课教学，通过微视频展示化学知识，可以让化学教学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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