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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化学教学中信息技术与化学实验教学的有效整合
黄　霞

（四川省绵阳市农业学校，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信息技术与中职课堂教学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在很大

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本文通过论述信息技术与中

职化学实验教学在整合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在将信息技术与化

学实验教学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模拟实验、投

影实验以及制作实验微课等让信息技术在化学实验课堂上发光发

彩，最终提高学生的化学实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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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主要是强化学生的

动手实践能力，在就业能够快速的适应岗位要求。化学是中职教

学中的一门重要课程，旨在通过化学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科

学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化学课程也是医药卫生类、农

林牧渔和加工制造类以及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中职化学信息化教学受到的重视度

越来越高，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学生可以对一些抽象的化学知

识进行形象化的理解，同时可以将一些课堂上难以进行的化学实

验课通过模拟的方式授课，拓宽了学生学习化学的途径。本文将

结合当前信息技术与中职化学实验教学在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

指出有效的整合途径，希望对中职化学实验教学提供帮助。

一、信息技术与中职化学实验教学在整合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实验投影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积极性不高

中职化学教材中含有很多实验，有一些简单的实验可以通过

教师演示或者学生操作来完成，但是有一些微观实验很难通过设

计实验的方式让学生来进行理解，需要教师另辟新径。

中职化学课程标准中强调指出，在教学中要注重运用实验事

实、数据等证据素材，帮助学生掌握核心内容，组织学生开展概

念关联、比较说明和设计论证等活动。因此，在中职化学实验教

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特点对一些不利展示的实验采用投影

仪投影的方式呈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让他们掌握核心内容。

但是，很多实验投影教学，教师只是简单的将课本中的图片

和文字进行简单的组合，化学变化没有进行动态的呈现，学生很

难通过投影了解实验的现象。这种投影实验教学远达不到课程标

准的要求，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

（二）化学模拟实验不够形象，学生较难理解

随着我国工程模拟软件的发展，在现实的化工小试中经常采

用模拟实验的方式来验证实验设计的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减少安全事故，同时节约成本。

基于这种思想，在中职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同样可以采用

化学模拟实验的方式来对一些实验进行讲解，增强学生对事物的

理性认识。

但是，很多在模拟实验的过程中，很多老师对多媒体中的动

画设计掌控不好，同时对于一些化学模拟软件的使用不够灵活，

在模拟的过程中，要不省略步骤，要不缺少实验结果的展示，造

成学生不能从整体上理解实验过程，起到的效果很一般。

（三）无法充分利用微视频，学生合作探究能力不足

中职化学课程标准中指出，要让学生在学习化学的过程中尽

可能的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充分将他们的化学核心素养

能力释放出来，让他们经历思考、质疑和论证等过程。

信息技术应用在课堂教学中有多种形式，比如微课、创设情境、

在线学习等，教师要结合中职生的特点和学情进行选择，提高学

生之间的合作探究。然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是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微视频展示实验教学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在课

前、课中和课后利用微视频去发散学生的化学思维，导致在实验

教学中很少有学生进行主动的思考和讨论，远达不到化学新课改

的要求。

二、信息技术与中职化学实验教学有效整合的路径

（一）利用多媒体对化学实验进行模拟

1. 模拟微观实验

多媒体技术是目前与课堂教学结合最主要的技术，可以利用

多媒体模拟化学实验，将课本上的静态图片转化为动态的视频，

同时将微观问题宏观化，将抽象问题具体化，这样就能让教学的

重难点知识简单化，提高学生的理解程度。

比如在讲解《电解和电镀》相关知识点时，其中一个重要的

内容就是让学生了解“电解水的过程”，这个实验是很难通过现

场演示的方式进行呈现的，即便呈现出来，学生也难以看到气态

化的氢气和氧气，而且实验过程需要绝对安全。这个时候教师就

可以采用模拟实验来进行展示，将构成水分子的氢原子和氧原子

用不同颜色和大小的球组成，通过多媒体中的“动画”模块将两

种原子按照原子数量和间距组合在一起，当水分子分解的时候，

构成水分子的氢原子和氧原子进行重新组合：两个氢原子慢慢的

靠近在一起组成氢分子，并从水中逸出，两个氧原子组成一个氧

气分子，同样从水中慢慢的逸出。通过这样的过程就能将现实中

很难进行的实验以一种形象的形式在学生面前呈现出来，有助于

学生对化学实验本质的理解。同样，一些其他实验，像氯化钠溶

于水中发生电离的过程，同样可以采用多媒体模拟来进行。

2. 采用模拟实验纠正学生错误操作

我们都知道化学实验都非常危险，有一些不合理的实验操作

方法是不能通过实验进行演示的，比如浓硫酸在稀释的时候，错

误的将水导入浓硫酸中，进行实验演示非常危险。因此，针对学

生在实验中遇到的一些错误的操作，也可以通过模式实验的方式

进行讲解。

此外，在化学实验中也会遇到一些反应速率较慢，需要较长

时间才能完成，而且实验现象不易观察到的实验，比如在氧气的

实验室制法中，在实验结束后需要先将导管移除水面再将酒精灯

移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会有一定的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设计氧气的实验室制法的多媒体课

件，对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危险因素、操作过程进行系统的

讲解，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对该实验进行操作，一旦出现错误，



712021 年第 4 卷第 8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计算机自动报警，教师再指出起错误之处，然后对水倒流到试管

底部引起试管爆炸的场面通过动画模拟进行演示，让学生边操作

边了解所需要的实验流程，懂得严谨实验的重要性，逐渐培养他

们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

（二）利用投影仪进行投影实验，提高实验效果

1. 实验投影，方便学生观察有气体产生的实验

中职化学课程标准中同样指出，要培养学生运用调研、观察、

实验和查阅资料等手段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的能力。传统

的化学实验演示教学，由于实验器材小、学生数量多，学生不可

能都能将教师的整个实验过程进行具体的观察，可以采用投影实

验的方式，将一些不易观察的实验进行呈现，增强实验效果，提

高对学生的课堂引导。

比如在通过实验对锌、镁、铁三种金属的活泼性进行比较的

实验中，采用常规方法学生很难吃的观察到现象，可以采用实物

投影方式进行，操作过程如下：准备三只烧杯（50ml），在其中

加入等量的稀硫酸，放在实物投影实验平台中，同时在相同的时

间内，分别加入质量相等的锌、镁、铁，大小都在 3cm 以内，学

生不需要凑在一块，从屏幕上就能观察到：镁条表面立即会出现

大量的气泡，反应非常剧烈；铁条表面有少量气泡产生，反应缓慢；

锌条表面出现很多细小的气泡，反应同样很剧烈，但是不如镁条块。

由此，得出三种金属的活泼性顺序为：镁 > 锌 > 铁。因此，通过

实验投影的方式，改变了过去教师演示、学生漫无目的观察的情况，

由学生被动转为学生主动学，教师的课堂角色由传统的主导者变

为引导者，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观察和思考，这对于发展他们

的化学核心素养帮助是非常大的。

2. 实验投影，方便学生对沉淀和溶液颜色变化实验进行观察

传统的实验虽然能让学生经历动手操作的过程，但是由于学

生的基础不同，很多实验并不能收获到让老师满意的效果，反应

影响授课的质量。一些生成沉淀和使溶液颜色变化的实验也可以

通过实验投影的方式进行呈现，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

比如向无色氢氧化钠溶液中逐滴加入硫酸铜溶液这个实验就

可以用投影的方式进行，学生在大屏幕上可以清晰的观察到蓝色

氢氧化铜沉淀瞬间产生的奇特景观。为了让学生观察的更加彻底，

教师可以采用放大功能或者将动作放慢，将实验中的微变化展示，

提高学生的观察效果。

又比如，在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能否发生反应的探究实验中，

教师可以用紫色石蕊试液作为指示剂进行投影实验：在 5% 的氢

氧化钠溶液中滴加 1-2 滴的紫色石蕊试液，溶液立刻变为了蓝色，

然后再逐滴滴加 5% 的盐酸，溶液慢慢的由蓝色变为了紫色，然

后由紫色变为红色。投影展示完成后，教师组织学生讨论溶液颜

色变化的原因，引导他们得出实验结论，激发其学习的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实验投影教学中，当学生对遇到的问

题产生疑惑的时候，教师不要直接将答案告诉学生，要鼓励他们

通过独立思考或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进行解决，让他们能够利用

所学课本知识说出反应产生的本质，提高其解决化学实际问题的

能力。

（三）制作实验微课，辅助学生学习

1. 实验微课，提高学生探究能力

中职化学中的实验内容较多，教师不可能对所有实验都通过

实训的方式进行教学，而且一两次的实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

学生的动手能力。在信息化技术的引领下，微课在中职课程中的

应用逐渐增多，教师可以结合实验教学内容、目标和重难点要求，

将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点通过微课的方式呈现，拓宽学生学

习的渠道，最大化的发展其实验能力。

比如在讲解《原子结构和化学键》的过程中，在实践活动模

块，要求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同周期或同主族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

掌握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

教师可以搜集元素周期表中同一主族元素的性质，将每一种

元素所构成的典型化合物以及化合物的主要化学反应设计成微课，

让学生自己比较由于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不同所带来的化学反

应活性或类型的不同。

教师将微课发送给学生，可以让他们对实验的探究不再局限

在课中，在课下也能通过微课自主学习，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了解元素周期表对化学学科和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

2. 实验微课，讲解重难点内容

微课可以将一些碎片化的内容进行整体化，有助于让学生对

所学内容进行系统化的认知。教学时间短、内容少、资源容量小、

主题突出且内容具体是微课的主要特点，为了提高实验课的效率，

教师可以将课堂教学的重难点内容制作成微课，让学生突破其中

的难点。

比如在教学《盐的水解》的实验模块中，教师可以将实验：

①一定物质量溶液的配置、②溶液 PH 值的测定、③测定不同种

类盐溶液的酸碱性。将这三个实验设计成微课，引导学生思考、

讨论，归纳出盐类水解的过程及实质，在学生探究完成之后，在

课堂上进行针对性的提问，找到其学习的薄弱点，提高学生的实

验探究能力，发展其实验核心素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化学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讲非常重要，教师

要通过化学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化学实验思维，发展其动手能力。

受到传统中职化学实验教学理念的影响，当前中职化学实验教学

方法过于单一，信息化技术与课堂的有效融合度不够，导致学生

的实验素养不高。下一步，在将信息技术与中职化学实验教学进

行整合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树立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通过模

拟实验、投影实验以及制作实验微课等挖掘学生化学实验潜能，

激发其学习的动力，最终打造高效中职化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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