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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实施路径探讨 
杨健 

（从江县第二民族高级中学  557401） 

摘要：在高中化学教学中，许多学生表示有着对化学反应难以理解，动手实践能力低等问题。生活化教学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
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对生活化教学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实施路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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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化教学 
生活化教学是将教学活动与现实的生活相融合，进而可以激发

学生对于学习兴趣，让学生将知识运用生活经验进行理解。生活化
教育将学习与生活结合起来，让学生可以在学习中学会生活，在生

活中更好的学习。 

二、当前高中化学教学现状分析 
化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化学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化学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经过大量文献的研究，在以下文段中简述一下当前高中
化学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对于化学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够 
现在社会迅速发展，社会上对于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部

分学生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而学习。应试教育的当下，部分学生
在学习中忽略了化学对于生活的意义，将目的变得功利性，为了成
绩的提高以及顺利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因此学生对于化学的了解只

停留在理论知识的基础，用这些知识解答遇到的习题，却不能在生
活中运用。 

（二）学生缺乏化学学习的主动性 

在当前应试考试下，学生们是被动学习的。高中阶段，因为学
习比较紧张，学业压力较大，一些学生对于学习甚至是学校都产生

抗拒心理。在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加压下，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会
逐渐下降，被动学习，对于问题不会主动探究，缺乏对学习的主动
性。 

（三）新课程中学生生成性问题增多，教学进度缓慢 
新课程实施以来，更倾向于学生思维的培养。新课程中学生的

生成性问题增加，许多老师仍习惯于讲课本，对于课本中的东西都
进行讲解。面对学生的生成性问题时，有的老师处理不当就会使教
学进度变慢，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得加快课堂节奏，这为老师以

及学生带来了较大的重要性。 
（四）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下降 
部分学校化学实验仅仅局限于教学大纲，局限于课堂之中，为

了验证课本中的实验过程及结果，使学生观察到的与教材所写、教
师所说的一致，教师在实验过程中严格控制着实验。 

在实际教学中，有的学校不重视实验，在实验时，为学生播放
网络上的相关实验视频是普遍现象，甚者，不让学生做实验，直接
按照教材念一遍实验。 

在之前就有人将化学实验的价值比作动手能力，由此可见，实
验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实验无法亲身实践，久而久之，学生对化学

实验的兴趣就会逐渐下降。 

三、生活化教学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现状 
在高中化学新课程改革标准中明确指出，老师应该在高中化学

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生活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理论知识与生活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提高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活
实践的能力。新课程的实施在实际教学中的效果与理想效果有一定
的差距。 

（一）老师所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脱离 
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生活与学习相结合，但是在当前高中化学教

学中普遍存在理论知识脱离于生活实践的问题。我国的教育仍有很
大部分是应试教育，在高考的压力、传统的教学理念以及应试教育

的理念下，教师在教学中收到很大的限制。在新课程实施后，还是
有大部分老师按照原来的讲课方式，执着于课本上知识的讲授。课

本中知识与实际生活没有结合在一起，造成学生在认知上的脱轨。
学生只是对知识进行了学习，但不知道如何与生活联系，如何在实
际生活中运用到所学的化学知识。“纸上谈兵”式的学生是国家与

社会不需要的，与我国对于人才的培养也是不相符的。 
（二）学生的主体地位较低 
实际上，现在许多学校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知

识灌输，使学生学习被动化，学生在长期被动教育的学习下，动手
实践能力与整体素质方面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化学这门学科并非是

简单的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动手能力的体现。学生的生活实践
能力的提升，需要老师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按照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进
行生活化教学，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

及动手实践的能力。 
（三）教师生活化教学能力欠缺 

生活化教学是指将教学活动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高中化学
教学中，老师需要运用生活化教学对教学内容进行讲授。许多老师
对于在高中化学教学中运用生活化教学的理解不够深刻，认为高中

化学教学中的生活化教学就是将生活实例引进教学之中。因此有许
多老师形成了一个固有的教学思维定势，在课堂中先讲一个生活实
例引入这节课所学的知识，然后进行知识的讲解以课后习题的讲

解，最后布置课后作业。这种将生活实例生搬硬套在课堂上，与所
学知识毫无关联性，到最后学生可能只会记住列举的生活实例，而

不会深入理解教学知识。 
在应试教育下，学校、学生、家长关注的只有成绩的高低，学

生是否能考取一个好的学校。老师对于教学中生活化教学有新的教

学模式进行实施，在这个探索的阶段，学生的成绩可能会有相应的
起伏，面对学生、自我以及学校的怀疑，老师可能会把这个新的教

学模式扼杀在摇篮里。 

四、化学在生活中的运用 
在生活中我们离不开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而在衣食住行中都

蕴含着化学知识。 

（一）化学在“衣”中的运用 
说到化学在“衣”中的运用，首先就是想到衣服。衣服的原料

有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类。植物纤维有棉、麻，动物纤维有丝、

毛，矿物纤维这三种都属于天然纤维。化学纤维是人造纤维和合成
纤维。我们在夏天喜欢穿棉制的衣服，这是因为棉制纤维中，每个

葡萄糖单体中含有 3 个游离的羟基，羟基的亲水性使棉麻纤维织物
具有很强的吸湿性。 

在冬季，保暖的第一选择是羊毛织品。但是，羊毛怕碱也怕太

阳晒，因为羊毛遇碱会变黄，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羊毛的化学
组成，使羊毛强力降低，失去光泽。 

（二）化学在“食”上的运用 
在食物方面我们会用到许多化学知识。例如：水果可以解酒。

水果中富含有机酸，而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有机酸和乙醇产生反

应形成酯类物质，从而达到解酒效果。同样，在食醋中含有 3-5%
的乙酸，乙酸与乙醇发生酯化反应生成乙酸乙酯，因此食醋也可以
解酒。 

在我们买的食物中，常常会看到添加剂的添加，其中也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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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化学的知识对食物进行加工。 

（三）化学在“住”上的运用 
因为近年来小儿白血病患者的增加，经过调查，这些 90%的患

者家里近半年都装修过，所以医学专家推测装修中的有害物质是导
致患病的原因之一，例如装修家具中的甲醛、油漆中的苯乙烯等。
因此，新装修好的房子应进行长时间开窗通风，放置一年半载，才

可以入住。 
古建筑是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经过时间的推移以及

自然的侵蚀，古建筑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光彩，修复就成了一大难
题。修复不是重建，不是翻新，而是将其恢复原貌。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我们可以使用化学材料来进行古建筑的修复，使其达到可

以防腐、防潮的目的。 
（四）化学在“行”上的运用 

在“行”中，首先可以想到一氧化碳。汽车尾气是产生一氧化
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有毒气体。一
氧化碳进入人体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相结合，导致缺氧，影响呼吸

以及心、脑的功能。 

五、在高中化学教学中运用生活化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增强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对于学生来说不仅要进行基础知识的

学习，还要培养能力，使学生可以运用已知的化学知识来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增强学生的生活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如果在高

中化学教学中运用生活化教学，学生可以在生活中面对化学问题时
运用已知的化学知识进行解决。这增强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
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目标相一致。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生活化教学将生活与学习结合起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论语十二章》中写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化学产生学
习兴趣时，才会有解决问题的欲望。在化学学习中，学生有着浓厚

的学习兴趣，才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小时中发现化学知识，理解化学
知识，利用化学知识。例如在学习氯化铁时除了学习氯化铁与浓盐
酸的反应，还可以将其他氯化铁的反应以及运用迁移到生活当中，

加深理解。拿平时我们常见的电路板距离，在电路板的制作中就有
氯化铁的参与。老师在化学教学中将每个知识点与生活相串联，让

学生更加完善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创设了生活化的环境 
1、使教学内容生活化 

在传统教学方式下，高中化学教学只是注重于学生解题思路技
巧的培养，忽略了学生在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老师常常使

用题海战术，让学生练习各种题型的题，使学生慢慢失去了对化学
的兴趣。老师的教学方式传统、单一，学生的学习兴趣的下降，因
此部分学生的化学成绩下降。所以教师应对目前的教学方式进行创

新，在高中化学教学之中运用生活化教学，使学习、生活融合在一
起。以高中化学课本中的有机化学中醋酸和乙醇进行酯化反应举
例，在喝醉酒后，可以喝醋，这样就可以解酒。这就是因为醋酸和

乙醇反应生成乙酸乙酯的原理。老师若是在高中化学教学中使用这
样的生活事例，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效率提高。在日常生活实例中，

教师还可以对其进行指导，使生活与知识联系起来，使教学内容生
活化。 

2、使课堂实验生活化 

高中化学课本中知识点琐碎、化学实验繁多。学生在进行化学
实验时不仅可以培养了动手实践能力，还进一步巩固了学到的知

识，让学生在化学实验中检验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老师还可以
将实验引入课堂之中，使学生感受生活化的化学，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使课堂实验生活化。 

3、使课外作业生活化 
老师和学生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是课外作业的完成

情况，通过习题，老师可以对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多少的情况进行了

解，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对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进行巩固。老师可以

将生活内容与课后作业相联系，布置与生活米切尔相关的作业，让
学生经过自己的动手实践明白生活中的化学问题，实现课外作业的

生活化。 

六、生活化教学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一）在新课教学中引入生活现象 
老师可以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创设问题情境，引出课堂

的学习内容。这样学生才会对所学的化学知识有真切的感受，不会
只是一味地死记硬背。在进行新课的讲授时，老师可以多方位引入，

例如进行一个生活的小实验来引入讲授的新课，也可以使用生活中
常见的实例来进行新课的导入，还可以联系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
来引入新课。老师应该将所学的化学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地

联系起来，在新课教学中引入生活现象。 
（二）运用化学理论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化学是一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老师如果只是对学生进行

书本上知识的讲授，会使学生得到暂时性的知识填充，并没有激发
学生对所学到的化学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因此学生会对化学逐渐失

去兴趣。所以，在高中化学教学中，老师要发挥引导作用，有意的
引导学生将化学理论知识运用生活问题当中，使学生对所学到的化
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得到加深。学生在进行化学知识的学习时，不仅

是为了考试成绩，而且还要在生活中使用化学，将理论知识在日常
生活中运用到。 

 （三）将实验环境宽松化，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除了知识点外，化学实验也占据着大部分

的比例。在生活化化学教学的化学实验中，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老师不进行大量干预，让学生按照书中步骤进行实验的出
的结果会更加印象深刻，同时对于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也是一种锻炼。 
如今教育方式不断发展，生活化教学已成为各科老师运用的方

式。对于高中化学来说，知识是基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学校建立

宽松的实验环境，让学生在化学实验中将理论知识与生活相联系，
在之后可以将化学知识运用在生活之中，提高学生对化学的认识，
以及培养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结束语 
人才培养是国家发展大计，人才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国家的发

展。生活化教学是学生接受知识不再是被动的填充式的接受，而是

进行创新认识。生活化教学在高中化学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生活化
教学的教学模式仍需要进行不断地探索，提高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生
活化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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