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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化学情境教学 
王秀娟 

（吉林省德惠市第一中学） 

摘要：教师要在核心素养导向下，科学应用教学情境法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帮助学生逐步建立化学学科思维意识，提升化学学

科探索技能，培养化学知识学习兴趣，从而提升课程实践技能与水平，为学生多元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教师要通过创设丰富多样

的教学情境，带动学生的化学学习思想，让学生在核心素养导向下，明确化学实践学习的目标任务，增强学生对化学实验、化学基

础知识的探索学习技能，逐步掌握学科学习方式方法。通过高中化学教学情境创设过程，帮助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默契合作意识，

拉近师生友好关系，有效培养学生探究实践技能，从而提升课程学习核心素养。 

关键词：核心素养导向下；高中；化学情境教学；策略； 

 

引言：基于核心素养导向，高中化学教师要通过创设适宜教学

情境，有效培养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消化吸收能力，帮助学生逐步建

立学科思想、培养综合认知，积极开展多元化、高效性教学指导活

动。为学生逐步构建化学逻辑思维做好铺垫工作。在化学情境创设

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情绪、思维、能力、认知等多个方面开

展工作，保证学生在适宜的教学情境中，深入感知化学学科本质与

内涵，有效增强学生对知识要点与重点的分析推理能力，助力学生

对化学学科进行有效探究，从而提升化学核心竞争力。 

一、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化学情境教学作用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众所周知，高中课程安排相对紧张，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在

化学实践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结合核心素养导向通过创设丰富多样

的化学教学情境，培养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探索学习兴趣，使学生在

直观、形象的学习情境中，提升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有效培养

学生课程探究技能与水平，让学生深入感知学科知识的内涵性与本

质性，有效提升课程探究学习动力，让学生结合化学情境教学方法，

增强对化学实验的深入探索能力，促使学生在多元化、高效性的教

学引导下，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强化对知识要点与重点的综合掌握

技能，为学生全面发展做好铺垫工作。与此同时，以兴趣为核心的

高中化学情境教学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化

学知识探索学习实践活动中，通过直观深入的学习体验，增强对化

学知识的把控技能与水平，从而提高实践学习核心竞争力。 

（二）有利于创新课堂教学形式 

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堂教学形式主要以题海战术为

主，无形中增加了高中生的化学学习压力，使学生在化学知识探索

学习过程中，不得不进行机械式的重复与巩固学习活动，造成学生

整体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成效不够明显等问题，为此，教师科学应

用化学情境教学法，科学开展知识探索引导活动，让学生深入感知

高中化学课堂的趣味性特点，有效提高学生主观学习能力，促使学

生深入感知化学学科知识要点与重点的价值与内涵，提升课程实践

技能与水平，为学生多元化、高效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运用

情境教学法，帮助学生理解化学知识点，拓展化学探索积极，促使

学生全面开展主观探索学习活动，摒弃被动学习带来的压力和无

助，充分体现多元化教学形式的育人价值。 

（三）有利于优化实践教学活动 

化学学科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助力培养学生的学习主

观能动性，使学生在实践探索体验过程中，充分了解化学学科知识

的本质，增强对化学元素化学方程式的探索学习能力，从而提升实

践学习技能与水平，为学生有效培养化学学科思维意识做好铺垫工

作。教师要借助化学情境教学法，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

探究化学元素性质，增强对化学元素解题能力，为学生多元化开展

课堂实践探索学习活动拓宽路径、搭建有利平台。通过情境教学法

的应用，学生可以联系生活实际，巧用教材内容，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与创造力，让学生在实践学习过程中，全面培养学科核心素养，

有效培养探究实践技能，为学生高质量，全面性开展课程学习活动

做好充分准备，从而有效提升高中化学课堂的整体教学成效。 

二、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化学情境教学原则 
（一）遵循素质培养原则 

高中化学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坚持素质培养原则，科学应

用化学情境教学法，科学开展创新性教学引导活动，为学生逐步建

立学科思想、培养综合认知做好铺垫工作，从而提升课程探究学习

兴趣与动力，全面提高实践学习技能与水平，提高学生课程核心竞

争力。因此，教师要以素质培养为目标，锻炼学生对化学情境教学

法的掌握与应用能力，让学生逐步形成化学微观思维，提高实践学

习技能水平，从而增强学生课程学习体验感，强化课堂探索核心竞

争力。教师要融合高中化学考试要求，充分建构多元化、创新性教

学模型，使学生全面把握考核方向与要点内容，逐步提升学生化学

认知意识，强化知识要点掌握技能，拓展化学知识实践竞争力，为

开展良好素质培养教学活动铺平道路。 

（二）遵循以生为本原则 

教师要通过开展化学情境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对化学学科的探

索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实践学习活动中，逐步形成良好学习认知，

积极开展多元教学实践活动，促使学生的课程学习主体地位得到有

效突出，深入开展多元化教学指导活动，从而提升课程实践核心素

养。在化学实践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通过情境教学法，突出学生课

堂学习主体地位，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教师完成

实践学习探索活动，有效提高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探索兴趣与动

力，从而提升实践学习核心竞争力。教师要坚持以学习为中心，引

导学生进行化学知识点分析解读学习活动，使学生逐步建立主观学

习思维，积极配合教师开展自主性学习活动。同时，教师要根据学

生自主表达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指导活动。使学生全面遵循

化学学习规律，积极开展创新性实践学习活动，增强高中生的创新

学习核心素养。 

（三）遵循因材施教原则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教育教学环境中，教师要根据高中生的实际

学习现状，有针对性的制定出详细多样的教学方案，借助化学情境

教学法，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度挖掘能力，让学生结合自身兴趣

爱好，科学开展创新性、高效性引导学习活动，增强学生实践学习

技能与水平，从而提升课程学习核心素养。首先，教师要结合高中

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有针对性进行心理教学疏导活动，使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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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意识和行为能力达成统一，积极开展对化学知识点探究学习活

动。凸显因材施教育人价值。其次，教师要运用因兴趣而教学的理

念，帮助学生在化学知识探索中，培养对化学现象、化学实验等探

索学习兴趣，使学生深入感知化学学科知识的内涵性与本质性，全

面提高课程探索学习竞争力，全面提升高中化学整体教学效率与质

量，践行因材施教育人理念作用，为开展化学情景教学实践活动奠

定坚实基础。 

（四）遵循体系完整原则 

教师要结合现代素质教育背景，科学开展创新性教学实践引导

工作，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与帮助下，逐步建构高中化学课程体系

认知，积极培养化学学科探索学习兴趣，让学生深入感知学科知识

内涵，提升课堂学习核心素养。因此，教师要坚持体系完整的情境

创设育人原则，让学生在丰富且系统的化学知识探索过程中，逐步

形成化学学科综合思想，积极配合教师完成化学知识重难点的探究

学习活动，让学生在适宜的教学情境中，感知化学知识的本质提升

对化学元素性质的掌握与应用技能，从而提高高中化学实验技能，

强化理论知识基础，提升化学解题综合成效，为学生全面建立体系

完整的学科认知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教师要通过建构完整的化学

教学机制，增强学生对知识要点与重点的掌握技能，从而提高课堂

学习核心素养。 

三、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化学情境教学策略 
（一）创设课堂教学情境，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情境教学法应用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对化学课堂进行构建，有

效增强师生之间良好沟通成效，逐步建构和谐师生关系，让教师与

学生在有效互动交流过程中，明确化学学科的个性化教学特点，增

强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探究学习技能，为学生逐步建构化学学科思想

意识做好铺垫。 

例如，在学习高中化学教材中的“氧化还原反应”这一知识点

时，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科学创设适宜的问题情境，

促使学生在逐步发散思维意识，开展探索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进

行深入探究与思考，增强学生对氧化还原反应的化学性质，探索学

习能力。比如，生活中我们学完苹果之后，让苹果在空气中静置一

段时间后，其表面颜色会发生变化，这一现象与氧化还原反应有什

么关系？通过对教材内容进行探索预习后，会发现氧化还原反应包

括两个反应过程，即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

在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理论知识探索后面，学生可以充分掌握氧化还

原反应的化学特征，并且帮助学生找到苹果逐渐变色的原因，在这

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通过深入探讨交流，建立有效沟通关系，增

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实践学习技能与水平，从而提升课堂学习综合能

力。 

（二）建构生活教学情境，引发学生情感体验 

生活化教学情境对于学生发散思维，拓展认知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教师要在化学实践教学过程中，科学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对生活现象的探索学习能力，从而验证教材知识内容，培

养学生学习技能与水平，全面提高课程实践核心竞争力。因此，教

师要结合化学知识要点与重点，创设多元化课堂教学情境，使学生

对课堂学习过程产生浓厚兴趣，积极配合教师完成各项学习目标任

务，增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和谐沟通成效，为开展多元化、实践性

教学课堂活动提供教育支撑。另外，在生活化教学情境创设中，有

利于学生理解能力与记忆能力的提升性训练，使学生在掌握化学知

识，学习方法与技巧中提高个人核心竞争力。 

例如，在学习高中化学教材中的“脂类物质”相关知识点时，

教师要结合生活中常见的食物腌制产生的化学反应，帮助学生进行

脂类物质探索学习活动，增强学生对脂类物质化学性质的掌握技

能。比如，在生活中我们看到父母在腌制腊肉时会倒入酒和醋，当

肉腌制到一定时间后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在这一化学反应探

索过程中，教师结合情境教学法，帮助学生感知生活中存在的化学

知识，使学生明确课程学习方向与任务，增强学生对脂类物质的化

学性质探索学习活动，从而凸显情境教学法的重要育人价值。 

（三）创设实践教学情境，增强化学综合能力 

教师要结合适宜的化学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有机

融合，借助理论知识开展化学实验，借助化学实验验证理论知识，

全面增强学生举一反三的辩证性思维，提高对化学学科知识的掌握

综合能力，彰显化学教学情境的重要育人作用。因此，教师要在学

科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实践教学情境，增强学生对化学知识点的

掌握与应用技能，为学生逐步建构化学学习思想做好铺垫工作，提

高学生化学知识学习综合能力。 

例如，在学习高中化学教材中的“金属的腐蚀和防护”这一知

识点时，教师借助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科学创设实践性教学情境，

增强学生对金属的腐蚀原理过程探索学习能力，让学生有效开展多

元化教学实践活动，使学生信息技术形象直观的展示下，明确金属

腐蚀过程的细节，使学生对化学反应方程式进行有效证实。与此同

时，教师通过创设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帮助学生结合金属腐蚀性探

索金属腐蚀性防护的方式方法，让学生根据小组探究讨论过程，明

确对防护措施的应用要点，提高学生多角度、多方向的学习能力，

全面提高实践性教学情境的育人成效，增强高中生化学学习综合能

力。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中化学核心素养导向背景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使学生在化学知识探索学习过程中，逐步掌握学科学习

方法与技巧，提高学生对课堂的专注意识，积极开展知识点的深度

挖掘学习活动，增强学生对化学知识点的把控能力。通过运用化学

理论与实践结合方法，使学生快速融入到课程教学情境中去，增强

学生对化学知识点的消化吸收能力，使学生在理解性层面掌握化学

知识、应用化学知识，逐步提升化学问题解决能力，为备战高考做

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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