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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教学应该是要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每门学科背后

都蕴含一定的育人价值，化学又是与人类生活最紧密联系的学科

之一，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的培养，作为化学教师

也是责无旁贷。本文从三个角度着重阐述：（一）珍爱生命，

要感受化学给世界带来的美好，要有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二）健全人格，要调节自己的情绪与增强抗挫折能力，要养

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三）自我管理，学生个体有

差异，要让学生学会合理分配和使用时间与精力，并有达成目

标的持续动力。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

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

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18 个基本要点。下

面，我将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从“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

养出发，结合该素养的“珍爱生命”、“健全人格”、“自

我管理”三个基本要点，具体谈谈我是如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该核心素养的。

1　珍爱生命，要感受化学给世界带来的美好，要有安全

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根据我们的初中化学课本及课程标准的要求，其中涉及实际

生活与安全的教学内容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燃烧与

灭火、化学燃料、盐与肥料、各种化学物质、化学用品的使用及

处理等。可见，初中化学对于学生的生命价值观的培养还是有一

定的意义的。

1.1将环境保护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感知化学对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建立起学生对化学学科的认同感

例如：以3.1.1天然水和自来水为基本教学内容，整合自然

界水循环、水的自然进化、自来水净化原理、水污染、防止污染

等角度展开，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水资源污染的原因及其危害，

知道了很多的水体、大气安全事件都是由于工业“三废”未经有

效处理肆意排放而造成的，认识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同时通过

本课时的学习，使化学教学与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良

好的教育效果。

酸雨、温室效应、PM2.5、雾霾等名词大家耳熟能详，1930年

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烟

雾事件、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每年各地区都会出现的雾霾

污染天气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始终关注着的环境问题，环境保

护刻不容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在教学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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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将环境保护意识融入课堂，让学生在学习中感知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

1.2将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体验

生命的价值、人的社会责任与安全的重要性

例如：4.1.1燃烧与灭火为基本教学内容，归纳出可燃物燃

烧的条件并通过对可燃物燃烧条件的分析，得出灭火的原理。同

时通过燃烧的利弊图片的对比，培养学生辩证地学习方法，对森

林大火的灭火方法的探讨，进一步揭示灭火的原理，同时阐述一

些发生火灾时的自救与他救的方法，认识一些消防安全图片，给

学生树立相关安全意识。

尽管我所面对的学生都已经是九年级的学生，但他们的安

全知识其实还是不足的，有一次上这堂课，说起火警电话，竟有

学生脱口而出“120”。可见，虽然现在的学生处于一个信息爆炸

的时代，但是信息量的增加又带来了新的信息闭塞，学生的安全

及自我保护意识的欠缺还是比较严重的。学生对于自我生命的敬

畏可能很是不足，他们欠缺危险意识，这就更谈不上对于社会的

责任与安全了。因此，作为教师可以做的就是在学校里，在课堂

上好好整合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最基本的安全

知识，让学生知道意外发生时的最基础的应急措施，同时培养学

生自控能力，不轻易上当受骗，平时要注意增强自己得防范意识。

加强自身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从小事践行，慢慢培养，逐步

成长。

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2017年3月复旦

大学实验室爆炸......诸如此类的新闻铺天盖地。化学似乎总和

各种灾难性的新闻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谈起化学，就想到生

命的脆弱。作为初中阶段化学教师，我觉得我要做的是，当大家

谈到“化学”时，我的学生首先想到的并非是恐惧，而是如何辩

证的看待化学，看到化学背后的美好，对生命的意义。

2　健全人格，要调节自己的情绪与增强抗挫折能力，要

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懂得自我调节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具有良好习惯的人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

2.1将抗压抗挫折能力的培养渗透于课堂中，让学生学会调

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每个人都有这样考试的经验，当自己被难题卡住，你会不自

觉地心慌，然后越来越着急，我们都知道，这种情绪对于考试是

不利的。其实，抛开考试来说，急躁的心情对于做任何事情都是

不利的。当学生遇到化学学习的瓶颈时，免不了焦虑、焦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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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措，最后便会自我放弃。这其实都是不会自我调节，缺乏

抗挫折能力的表现，因此，作为化学教师，我要在课堂上帮助

我的学生提高抗压抗挫折能力，同时教他们心理暗示，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学生在解决一些综合性非常强的大题时，往往就会产生焦虑

的情绪，因为他们无从下手，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那就进行专题

复习，设计之初是让学生犯错，目的在于让学生在犯错中离正确

更近一步。例如：验证氢氧化钠固体是否变质？提问：能否用无

色酚酞试液、氯化铜溶液、氯化铁溶液吗、稀盐酸、氢氧化钡溶

液、氯化钡溶液吗，为什么？

在上述过程中，有的学生一再犯错，甚至会发现自己每做一

步都是错误的。但当把错误全部否定后，便只剩下一个对的思路。

其实学生面对的每一道题，即使再难，那也是诸多的基础融合在

一起的，面对问题，告诉自己，我能行，因为只要基础打扎实了，

总能解决问题的。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

典型的条件反射。从心理机制上讲，它是一种被主观意愿肯定的

假设，不一定有根据，但由于主观上已肯定了它的存在，心理上

便竭力趋向于这项内容。我对我的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考

试中不可能出现超纲的题，所有空格包含的知识点都是我们所学

过的内容，根据课堂上老师的解题思路与方法，慢慢琢磨，总能

找到答案的。我们应当增强我们学生的自信心，信心足了，抗压

抗挫折能力也自然就强了，也就能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学习情绪。

能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面对再大的困难与压力，也定能突破，

有利于健康的生活。

2.2将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培养渗透于课堂中，让学生养成

良好的生活学习方式

例如：以专题复习——酸碱盐实验中废液的处理为基本教学

内容，体会健康文明的行为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培养减量取用实

验试剂，分类回收等好的习惯，从细小处践行绿色化学，在课堂

中让学生做到重细节、讲文明。

该教学内容的设计原因在于一次酸碱盐的实验课上，一学生

没有将废液放入指定容器，而是随手倒入了水池，由此展开的一

次讨论，设计的目的在于从已有的实验行为出发，使学生感受到

自己的错误，培养学生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感知不文明所带来

的社会危害，同时也养成环保意识。作为教师的我们，有时候单

从讲出发的话，往往没有多大的用处，让学生看到自己的错误产

生的直接后果，抓住教学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此作为契机，在学

习中逐步让学生养成科学严谨的习惯，养成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

摒弃一些错误的不当的做事方式与方法。我想，在学习中如能做

到行为文明，那么到了生活中也定是一位合格的，具有一定素养

的公民。

2.3自我管理，学生个体有差异，要让学生学会合理分配和

使用时间与精力，并有达成目标的持续动力

我之前读过一本有关教育理念经典案例的书——心灵启示录。

记得书中引用过这么一个寓言故事：上帝派给“我”一个任务，让

“我”牵着蜗牛去散步。可是蜗牛爬得太慢了，“我”不断地催它，

责备它，甚至踢它，受伤的蜗牛说：“我已经尽力了。”又一天，上

帝又派“我”牵着蜗牛去散步，看着惊恐的蜗牛，“我”不

忍再逼它，但等“我”欣赏完美丽的景色之后，回头却发现

蜗牛已经爬出去好远了。

我们不可以要求人和蜗牛有一样的速度，因为人和蜗牛是有

差异的。而人与人之间也当然也存在着差异，一位老师曾说过：

“没有差别就谈不上教育，差别永远存在，差别只能缩小，而不会

消失。”所以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由于每

一位学生的身体素质、成长背景、学习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学生

学习差异客观存在，有时候，当学生不能很好完成教师布置的作

业，达不到老师的考试要求时，我们应去探探背后的真实原因，而

不是一味指责、怪罪，有些孩子并不是不努力，而真的是由于没

有合理分配学习时间与精力，以致于根本无法做到老师口中的持

之以恒。

其实，初中化学的内容不是很难，但知识点却很多，要全部

掌握起来，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三的学生每天都要记忆许

多的课程，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每一门功课每一天

都有作业，纵然每门课的作业都不多，但是加起来这个量也是相

当可观的。而且我们化学学科是一门新授学科，学生都是从零基

础开始的，我对学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迈小步、不停步、天

天有进步。所以现在对于个知识点我都是设定不同的学习记忆标

准，对于一些化学用语类的知识，要求学生一丝不苟的一次过关；

对于实验性知识点，要求学生逐步完善，无需一步到位，毕竟实

验对于学生来说总是难点，要想一次克服综合性实验题那也不是

很合理；对于化学类计算，则是采取“每日一题”的做法，校内

面批完成，持之以恒，看似细小的做法，其收效确是很令人满意。

做事最忌讳的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成功；

只有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飞跃。学生这些道理都懂，但是做到

的却不多，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做主，要让他

们自己学会合理分配和使用时间与精力，并有达成目标的持续动

力，作为老师，我们要尽可能多的创造一些让学生能坚持下去的

机会。

3　结语

当下，最有价值与意义的绝对是健康的生活，人们都十分

推崇生活的康健，也非常的重视，健康的生活不仅仅停留于身体，

还有思想与自我管理。珍爱生命、健全人格、自我管理，其中包

含的核心要点还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去挖掘与思考的，在课堂上，

在教授孩子们基础知识的同时，也确实应该让孩子们感受到生命

的可贵与人生的价值，哪怕只有点滴。这样的教育我想也必定是

合适的。另一方面讲，作为一名化学老师，对化学的感情还是很

深的，除了让学生从化学学科角度认识“健康生活”这一素养之

外，如果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化学学科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从而慢慢培养起学习化学的兴趣，通过介绍化学相关的知识的普

及，让他们感知化学学科的价值与魅力，那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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