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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在高校化学实验教学中的融合渗透

律娅婧

( 西华大学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9)

摘　要：教育是以人为对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培养，高校作为为社会输出人才的主阵地，需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标，

大学学生由于缺少社会经验、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对生命缺少正确认识，个别学生生命意识淡薄，这会严重影响学生的个人发展，

高校的化学实验教学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可以充分利用化学的知识内容开展生命教育，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生命教育在高校化学实验

教学中的融合渗透策略，希望可以为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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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object	of	peopl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	As	 the	main	position	 for	exporting	
talents	to	the	socie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the	educational	goal.	Due	to	the	lack	of	social	
experience,	college	students	are	vulnerable	to	adverse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ck	of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the	lack	of	lif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teaching	of	chemistry	experim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real	life,	and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knowledge	content	of	chemistry	to	carry	out	life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penetration	strategy	of	life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chemistry	experim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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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使得高校学生的学
习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对教育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外部
环境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社会环境、学业
就业压力等原因，个别学生的心理负担较重，出现了失眠、抑郁等
心理问题，甚至有学生存在自残、伤害他人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学
生未能建立起正确的生命观，针对这一问题，教师需要充分发挥自
身的教育引导作用，通过化学实验教学渗透生命观，从而实现“立
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1. 生命教育概述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专业技

能，还需要将学生塑造成完整的人，最终辅助学生实现“生命价值”，
拓宽生命的宽度与厚度，因此，教育工作的开展需要加入生命教育
的理念。生命教育是阐释生命现象、生命过程以及生命本质的教育
形式，需要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可以主动探索生命与自身、
生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生命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激发生命的潜能、
充分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1]。

2. 生命教育视野下的高校化学实验教学要点
2.1 关注人身安全教育
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责任之一，化

学的教学工作需要以实验为基础，由于在化学实验过程中需要接触
到大量的实验试剂，某一环节的操作不当都会导致出现实验事故，
严重时可能会危及实验者的人身安全，同时也会对学生参与化学实
验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基于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化学实验教学需要
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在实验过程中，教师需要指导学生规范操
作，最大程度上预防安全事故，清除不安全的实验因素，从而降低
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这既是对实验教学的重视，也是对学生的安
全负责，化学教师重视安全教育需要从细节上入手，消除安全隐患，
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指导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问题预防
措施 [2]。化学实验室中的多数事故的主要原因都是学生的操作存在
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思想上未能重视实验安全，存在侥幸心理，

因此需要在实验之前明确实验的注意事项以及基本的操作流程，规
范学生的实验行为，从而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树立生命意识 [3]。

2.2 关注健康教育
化学学科的主要内容是从原子、分子的层面上研究物质的组

成、结构以及性质，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由物质组成，因此属于化学
研究的范围之内，在化学实验教学的过程中，营养和健康也是需要
研究的主要内容，例如，人体中的蛋白质、脂肪等物质都是构成人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通过化学实验完成深入研究，因此教师需
要在实验过程中不断渗透健康教育。

3. 生命教育在高校化学实验教学中的融合渗透策略
3.1 转变教学观念
大学阶段的生命教育是指强化学生的生命意识，激发学生的

生命潜能，让学生可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从而彰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教育活动，高等院校培养学生需要做
到以下几点 ：第一，培养学生呵护自然生命的意识，掌握基本的生
存常识和专业技能，例如，学生需要学习专业知识，可以独立面对
社会 ；第二，需要完善学生的社会生命，人与社会的交流是帮助学
生认识世界的有效渠道，教育工作不只是要求完成课本知识的教学，
还需要强化学生的社会意识，可以遵守社会规范，安全健康地生活
在社会中 ；第三，需要启发和丰富学生的精神生命，引导学生针对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并让学生可以在正确生命价值
观的基础上投入到学习、工作以及生活中。通过在化学实验教学中
融入生命教育，可以让学生的人格塑造得更加全面。

现阶段的化学实验教学工作主要是以学科知识作为主要的教
学内容，教师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知识的教学方面，未能充分挖掘
实验知识中的生命教育元素，这种片面的化学教学模式并不利于学
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化学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剔除不
正确的教育观念，将知识的传授与育人进行充分结合，引导学生以
敬畏的态度对待生命。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可以充分体现出生命教
育的观念，多数化学实验都是制备现实生活中应用的物质或探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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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研方向，在实验的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实验现象，这
对于学生存在较大的吸引力，因此，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实验教学的
优势，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并通过实验过程中的各种规范
以及具体的实验现象让学生切实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4]。

3.2 优化教学方法
在化学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学占据重要地位，根据高

等院校化学类学科的教学标准，化学实验的总课时需要在 432 小时
以上，实验教学通常都需要将学生分成多个实验小组，共同完成实
验任务，由于每组的人数较少，师生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在化
学教学效果以及学生课堂参与深度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因此教
师需要将化学实验作为渗透生命教育的主要途径。

首先，教师需要针对化学实验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
和梳理，需要结合化学的基础知识以及实验课程的基本特点，在设
计实验内容时需要积极引入新的实验方式和实验原理，保证实验教
学的内容可以贴近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化学教学工作的具体要求 ；
其次，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教师需要充分发挥现代化教学资源的
应用优势，例如可以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
线上学习平台自主完成实验基础知识的学习，而在线下的实验教学
课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以动画的形式展示实验的基本
流程，从而完成实验教学工作，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职责主要是教
学的引导以及渗透生命观念，教学中需要依靠学生的主动探索，让
学生在实验中体验、感悟化学知识的魅力以及其中蕴含的生命价值
元素，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集中，强化灌输知识内容，该种方法更
有助于学生的积极主动、独立思考，较为轻松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
生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从而实现生命质量的提升 [5]。

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学生在自主完成实验的过程中，可以
掌握化学知识、实验方法，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细心观察，以科学
的视角分析问题的意识，这些都有助于学生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正确
判断，在遇到问题时可以冷静地思考问题，避免出现过激的行为，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融入生命教育思想，改变了传统的说教方式，能
够更加引起学生共鸣，潜移默化地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植入学生心
底。

3.3 结合环境保护
环境问题一直是社会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经

济的发展为自偶然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化学污
染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现阶段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环境
保护以及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意识到从环境保护的角度
开展安全教育的意义，目前环境教育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教学体系中
一部分，而环境教育在化学学科中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两个方面，其中环境污染、自然生态被破坏已经严重影
响人们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发展，甚至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不可逆的
伤害 [6]。这两部分内容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都离不开化学实验的应用，
环境安全教育在高等院校中的实施，主要利用化学学科的特点，充
分发挥环境与化学关系的优势，强化学生对环境安全的正确认识，
从而是学生可以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可以主动规范自身的社会行为，
在该模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第二课堂的形式，推动环境安全
教育的有效实施，例如，教师可以结合目前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像
日本的核污水，国际中讨论比较激烈的环境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讨论和一些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实验内容让学生意识到环境治理工
作的紧迫性，从而可以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思考环境与生命之间的
关系，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模拟重金属污染水体的危害性实验”，
让学生切实体会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可以从自身做起，为环境的
建设工作出一份力。

3.4 加强价值塑造
“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根本目标，为进一步实现

该目标，需要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加强生命教育的渗透，在建设化学
实验课程内涵的同时，构建生命文化，让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可以
有效落实 [7]。

首先，教师需要激发学生化学实验学习探究兴趣，多数的实
验内容都具备较强的探究性和开放性的内容，教师需要加强实验教
学指导，要求学生自主完成实验步骤和实验流程的设计，教师可以
帮助学生对实验方案进行优化，并在每次的实验中总结知识经验。

化学实验教学的整个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规范性，同时还需要具
备一定的探索性，从而提升化学实验对学生的吸引力，调到学生的
探究热情，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就是物质形成的过程，学生可以通过
实验意识到从无到有过程的意义 ；其次，学生需要规范自己的实验
行为，形成良好的实验习惯，部分化学实验可能会使用到具有毒性
和危险性的试剂，这就需要学生可以充分了解各种试剂、药品的使
用方式，教师需要从提升学生安全意识的角度入手，在正式开展具
有一定危险性的实验之前，需要组织学生学习化学实验室的基本规
则和安全知识，并引导学生思考规范操作对化学实验的意义，在思
考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深入及分析个人与实验环境、个人与集体之
间的紧密关系，从而会更加重视自己在实验过程中的实验行为，树
立为自己负责、他人负责的责任意识 ；最后，教师可以在实验教学
中加入化学科学史的相关内容，通过实际案例与实验教学的融合，
可以有效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例如，教师可以以侯德榜研究的“侯
氏制碱法”为例，可以通过研究过程，让学生体会科研需要具备的
研究精神，从而体会生命的价值。

3.5 发挥教师导向作用
虽然大学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意识，但是仍然

会受到教师的影响，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以身作则，不断丰富自
身的生命观念，从而为学生树立榜样，在日常的交流互动中为学生
带来积极的影响。教师对生命的尊重、珍惜和呵护以及对生命意义
与价值的了解和开发是进行生命教育的前提，只有可以正确认识生
命价值，不断在工作生活开发生命价值的教师，才能在化学实验教
学中渗透生命教育理念，深度关注学生的个体生命，正确指导学生
热爱生命的意识 [8]。但是个别教师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虽然具备
较强的专业知识，却对生命教育理念理解不到位，在实验教学中也
未能主动挖掘生命教育元素，导致化学实验课中无法体现出有关生
命教育的内容，因此高等院校需要加强对教师群体的教育与培养，
定期组织开展生命教育主题的讲座，要求教师根据实际的教学需求
制定生命教育的渗透方案，作为化学教师在掌握专业化学知识的同
时，也需要明确化学与生命教育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
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做到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以自身的行为和观
念影响学生，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

结束语 ：总而言之，生命教育是教育工作的起点，但目前的
教育工作在该方面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为实现学生价值观的塑造，
可以引导学生树立健全的人格，教师需要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渗透生
命教育内容，深度挖掘教学内容中的生命教育元素，转变传统只注
重知识技术教学的观念，根据具体的教学要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模
式，并结合环境保护问题，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生命教育的联系，
在实验课中构建正确的生命观念文化，教师还需要发挥自身的引导
作用，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尊重生命，积极探索生命价
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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