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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宋增荣

（新泰市协庄学校，山东 新泰 271200）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教育行业提出了教育信息化的概念。所谓教育信息化就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初中阶段是学生的成长期，

其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都需要着力培养，所以基于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初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成了学校和教师工作中的重点，

本篇文章就将以初中化学课堂为例，提出几项行之有效的措施，着力提升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升初中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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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已经迈入基础教育的信息化改革实践关键时期，

化学学科是进行信息化改革路径上的重要一份子，其自身的信息

素养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

进提供强大动力。当前，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智慧校园与网络教

育资源建设已初具规模，新理念、新技术、新环境对传统教学理

念与教学模式造成了重大冲击。但是从整体来看，初中学校的信

息化改革程度还不够深。因此，在教育质量提升的大背景下，如

何让信息化教学在初中化学教学中不断发挥作用还需要我们持续

探索。

一、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现状分析

初中教育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最终阶段，其育人功能应当充

分得到发挥，在当下的信息化社会中，化学教学资源的不断填充

和丰富，使得初中阶段的教育应当是高效高质的，但是如今初中

课堂教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化学学科为例，其教学现状可细

分如下。

第一，初中化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使用的教学方式比较传

统落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制约和桎梏，初中化学教师在教学时

仍旧会使用填鸭式教学，较少地考虑身处信息化时代下初中学生

获得知识的方式和习惯，故而导致教师使用的教学方式与学生实

际需要脱节、与时代脱节，进而造成初中化学的教学质量低下。

第二，由于初中化学教师相对传统的教学理念，其所使用的

教学平台和教学媒介相对来水还比较落后。现今教育行业为了迎

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广泛运用新媒体手段教学，但部分初

中化学教师在教学中仍旧坚持使用教室进行线下教学，主动屏蔽

了新颖的教学手段，以上也会致使学生兴趣下降，让学生丧失对

于化学学科的憧憬，导致化学学习情绪和效率双双下降。

第三，初中化学作为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的阶段，

教师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学涵养。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初中

学生的人文素养不能只简单地通过阅读名著的方式提升，所以初

中化学教师单纯依靠阅读的方式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的效果就不

那么显著。

第四，任何一种学习都离不开高质长效的评价机制，尤其

是初中化学教学中，学生的年龄相对较小，自控力相对较弱，

所以需要教师及时采取一系列的评价措施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

总结与反思。但是在初中化学教学课堂中，教师所采用的一些

评价措施相对低效，对学生的帮助不大，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

学生的文言文背诵、阅读与写作等板块知识的评价还未取得最

大化的效果。

基于上述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现状，教师需要在教育信息化的

背景下及时转变自己的教学理念，使用新颖的。符合学生需求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信息化时代下的高质

量人才。

二、信息化教学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化学新课标指出，广大教师要以核心素养教育为核心，积极

促进化学教学与信息手段的融合应用，探索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学

模式和育人方式，加快构建“互联网+教育”的化学教学新常态。

对此，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初中化学教师也要实现自身教

学观念由传统向新式的转变，正确认知信息化教学的意义所在，

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不断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模式，进而在提

升教学效果的同时，促使学生的化学素养得到充分发展，切实将

素质教育践行于实处。

（一）丰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

我们常说，兴趣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和不竭动力。对于初中生

而言，他们只有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才会以更饱满和更热情的

姿态投身到学习中来，进而获得更多的学习收益。这也要求化学

教师应当时刻把握趣味教学这一主线，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的

学习热情，提高其学习有效性，并且为他们化学素养的发展奠定

基石。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若想实现这一目标的话，依靠以

往言语填灌式的教学显然是不现实的。对此，在“互联网 +”背

景下，化学教师不妨将视角放在信息手段之上，通过音频、图片、

动画以及微课等多种信息手段，来形象化地展现各种化学知识点，

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通过这种与他们生活认知以及兴趣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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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式，来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给予他们别样的学习体验，

促使他们能够在学习中保持长久的兴趣与活力，提高其学习有

效性。

（二）优化课程教学，发展化学素养

在新课改旗帜下，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初中化学的重要内容，

这也给化学教学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层次的要求。化学教师在教学

实践中，不但要重视学生化学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同时也要致力

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科学精神以及思维能力，从而为其更好地

学习与发展奠基。

然而，在以往的教学中，化学教学大多以言语式或说教式的

方式展开，课堂教学大多呈现出一种“黑板 + 口述”的模式，有

着较强的单一性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不愿意学习化学的

主要原因。而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构建，能够进一步丰富化学教学

的内涵与形式，延伸化学教学的实践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通过多媒体、电子白板等信息手段来

进行授课教学，打造视听一体、多姿多彩和形象生动的化学讲堂，

让学生既能够获得认知的深化，又能够获得更多个性化的思维发

散、动手实践契机，与此同时，在信息化手段的支持下，教师还

可将微课引入教学之中或者搭建网络平台，以此来革新化学教学、

复习等环节，这样一方面能够冲破现实课堂教育壁垒，增添化学

教学趣味性，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学生思维、自学以及实践能力的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这不管是对于教学效果的提升，还是对于素

质教育的落实都是极为有利的。

（三）创设信息情境，导入化学知识

情境对人的思想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化学情境的创设能够拉

近学生与课程之间的距离，帮助其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化学揭

示了一些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并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其为化学家多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初中化学教

学可从生活这个角度入手导入化学内容，为了使化学知识与实际

生活紧密贴合，教师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灵活处理教学内容，使

其以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眼前，使学生脱离书本

文字知识的束缚，使其对化学科目有新的认识。

例如，化肥是农村农忙季节很常见的东西，如果没有化肥在

农业中的使用，全球的人口数量至少要减少一半，但是现在很多

学生没有参与过农村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根本没

有见过化肥是什么样的。因此，我在带领他们学习“化学肥料”

这节课之前，先为他们用多媒体展示了农民伯伯在地里先撒化肥

然后立刻浇灌的视频，让他们了解化肥的用法，并普及有些化肥

在空气中容易挥发和分解而降低肥效的知识，从而理解视频中农

民伯伯做法的用意，并适时导入今天的正式教学内容——化学肥

料。利用这种信息化方式助力知识导入，可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提升初中化学教学质量。

（四）演示化学实验，提升实验效果

演示实验是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践行

该部分教学时，不但要注重其成功率的维持，同时也要保证其较

高的可见度，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演示实验的教育引领作用，让学

生的化学思维得到有力发展。

与此同时，教师还应当以自身严谨态度和丰富的技能来感染

学生，告诫学生相关注意点，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为了

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化学思维，教师应当在实验演示过程中，设置

一定的思维留白空间，从而发散其的思维思路，激起他们的思考

或探究兴趣，让他们能够从中发现化学真知，获得实践能力与处

理问题能力的提升。

例如，探究酸碱化学性质是初中化学的重要试验，但是酸和

碱都是一种较为危险的物质，浓硫酸具备较强的腐蚀性，溅射到

皮肤上会迅速脱出皮肤中的水，使之碳化，造成严重的烧伤，氢

氟酸则能渗入到人体之中，破坏骨头的结构，让青少年的骨头迅

速变得和行将就木老人的骨头一样脆弱；碱洒到皮肤上则会渗入

皮肤之下分解脂肪，造成溃烂，且这一过程是慢性的，往往当时

还发现不了，一旦发现的时候体内已有大面积脂肪结构被破坏。

因此，教师在探究酸碱性质的时候最好借助信息技术，以视频这

种信息化的方式让他们了解酸碱的性质和一系列反应，保证学生

人身安全的同时对该实验取得详细而深入的了解。

（五）简化抽象内容，提升学生思维

化学知识是多年来化学家生活经验及实验操作的总结，具有

很强的实践性，同时内容也比较抽象。现阶段部分初中生由于刚

接触化学知识，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式，多通过死记硬背的方

式学习，不懂得灵活变通，未站在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也不利

于其学科思维的培养，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思维。新时期下，

教师要革除旧式教育的弊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演绎抽象内容，

从视觉与听觉两个维度刺激学生，帮助其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

教师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演绎化学知识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

每一步操作过程，进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化学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采用信息技术，

通过创新教学手段、转化抽象思维、模拟化学情境等方面，使学

生融入课堂之中，在知识于生活的作用中感受到化学学科的意义，

也让信息技术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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