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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现代信息技术在中职化学教学中的实施运用 
赵静 

（江苏省建湖中等专业学校  224700） 

摘要：如今的教育改革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中职化学的教学活动中，体现出信息化的改革发展趋

势。在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化学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帮助学生更容易理解抽象的化学概念和知识，转变了教学方

式单一的现象，激发了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文章基于这样的背景，文章论述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中职化学教学中的优势和策略

方法，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化学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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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hemistry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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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day's education reform is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chemistry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which reflect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ome extent，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hemistry teaching，helps students understand abstract chemical concepts 

and knowledge more easily，changes the phenomenon of single teaching methods，and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chemistry learning.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strategies of apply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hemistry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hoping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emis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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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职学校的化学教学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能有效了解化学

知识，能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实验精神。在化学的教学活动中，

教师应当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思想行为习惯的培养。

利用现代化的息息技术，采用信息化的教学模式，利用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方式，提升化学教学效率，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这已经

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教师需要明确现代信息技术在中职化学教学中

的有效应用，明确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的解决措施和策

略。 

一、探析现代信息技术在中职化学教学中应用价值 
1.提高化学课堂教学效率 

传统的化学教学模式以教师为核心，以知识的形式呈现，教学

媒介是黑板、书本、等，教学资源有限，实验效果差，很多现象和

过程都是用文字来描述和想象，教学效率低下，影响了学生的创造

力。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课堂教学，可以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以教

学大纲的形式展示出来，从而节约课时，老师有更多的时间来对知

识点进行讲解，并与同学进行沟通。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采

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时，声像、图像等能够快速地吸引到学生的

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教室的结构得到优化，使课堂的

容量增大，提高教学效果。 

2.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众所周知，要学好一门课程，关键一点在于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原动力。中职化学的课程，大多数内容比较

抽象，比如化学键、核外电子分布、晶体结构等等，如果按照常规

教学方法，大部分学生都会对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

利用计算机技术，把原本枯燥的化学知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在

学生面前，使学生能够直观、形象的了解到知识的真谛，从而更好

的理解化学的原理和抽象的化学概念。同时，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

对化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对化学的研究热情。通过这种方式，使学

生从被动的接受到积极的学习，从而更好的配合老师的教学，积极

的投入到课堂中去。 

3.有助于解决学生学习问题 

中职化学专业的实验课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使学生加强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在教学中，结合理论、实验教学的基础上，

学生才能获得感性的认识，从而提高对化学的理解和掌握。针对一

些有毒、危险的实验教学，通过计算机技术，可以让学生更好的了

解实验的过程，了解材料的变化，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此外，

通过一些带有动画效果的实验，能够提高学生对化学的兴趣，提高

其求知欲和创造性。譬如，在介绍有机合成中苯酚和氯化铁的显色

反应时，利用信息科技，进行模拟试验，使学生对此感兴趣。通过

这种方式，使学生在理解和掌握实验方法的基础上，对化学教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目前中职化学信息化教学中的问题 
1.教学方式单一 

现如今是中职化学课程改革的关键时期，但是在教学方式上，

有些教师的教学方式太过单一，教师的教学方式也不够新颖。在化

学课上，发现中职化学课的学习方式是死记硬背，包括化学符号、

化学元素等。中职化学教师与学生的交互作用小，学生在化学课上

的投入也相对较大，与教师交流的机会也相对较少。同时，新的教

育方式也给了学生很大的压力，中职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相对薄弱，

中职学生的学习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即便是教师们可以想出一些

新的教学方式，但是对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并不是很有吸

引力。中职学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做准备，所以学

生觉得化学和学生的未来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学生对化学的兴趣

并不大。 

2.缺乏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应用 

中职学院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上获得更好的发展，中职

学院的目标就是学生的职业教育，中职的混合教学和翻转课堂，都

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对问题的思考能力，但是中职化学的

知识呈现结构，让老师们在进行化学教学的时候，更多的是走个过

场。首先，在中职化学课上，老师一般都是用口述的方式来讲解化

学的案例，让学生们无法理解其中的原理，从而导致学生对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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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变得很模糊。其次，在化学实验的过程中，老师会让学生们自

己动手，但是学生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还会认为这和学生未

来的工作息息相关。最后，中职的化学课，很多时候都会采用“课

程思考”的方法，来培养中职的学生，但中职的学生，却不能理解

老师的意图。同时，中职化学教学由于传统的形式化，也会对其产

生一定的影响。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对化学课的投入程度较低，因

而中职化学教学的成效不能得到提高。在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很多

人都会模仿老师的实验过程，但却没有自己的创意，所以实验的效

果也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在实验的过程中，学生们都会提前知道实

验的效果，这让实验的实际教育意义比较缺乏。在日常的化学教学

中，学生们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特别是在团队协作的情况下，部分

学生不会选择主动去做，只在一旁看着。 

三、中职化学现代信息技术教学的应用 
1.突破化学教学中的难题 

在中职化学中，运用计算机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学生在课堂上

遇到的困难。化学属于自然科学，化学中的分子、原子等化学成分

的研究。在化学的学习中，可以通过实验来了解材料的特性，让学

生更好的了解化学中的宏观现象，而有些反应的本质，教师可以用

原子、分子、离子来解释，这些微观的内容都需要用计算机技术来

呈现。化学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利用信息技术，可以让化学

的反应从静止到有声，从抽象到具体，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的学

习积极性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可以更好的理

解化学知识，也可以更好的理解化学的难点。 

比如化学中的“云”，对于职业院校学生来说，刚刚接触一定会

非常抽象，大部分学生都看不懂。基于此，老师们可以利用信息技

术，制作出一个类似于“云”的动画课件，让学生们有更多的了解。

教师可以运用动画的方法，让电子在原子核附近自由飞来飞去，如

果在演示的过程中，按下暂停按钮，电子就会停止移动，而教师可

以让学生观看。学生可以发现，在原子的周围，有一个电子，在老

师按下启动键后，它又会重新移动，而在任意的暂停和启动之间，

学生会发现，无论何时暂停，电子的位置都会发生变化。通过动画

展示，学生可了解到一般情况下，点子都是在靠近原核的位置，而

在距离原子核很远的地方，也会有一些电子停在远离原子核的位置，

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所以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电

子云的本质。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也会

让学生对这门课的内容有更深的印象。因此，把信息技术运用到中

职化学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从而提高学生

的想象力。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化学中的变

化。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在中职的化学课上积极地进行学习。这种

方法既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又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创造

性。 

2.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可视性应用 

中职化学的实验课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实验课程，学生们可以

更加直观的理解化学的现象，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科学

素养。而在传统的化学教学中，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很多学生

都不能亲自去做，所以学生也不可能知道化学实验的具体情况。而

且，老师们也只是根据教科书上的内容来教授，学生们对于实验的

结果也只是进行了一些推测，这对于学生们的化学知识的掌握是非

常不利的。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职学院的教学条件也越来越好，

教师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学习新的知识来学习化学知识。教师在教授

化学实验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气味的改变，色彩的改变，温度的改

变，化学现象的改变，这些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系列变化。

如果老师让学生们排队观察，那后面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

化学现象。基于此，教师可以将自己的实验用多媒体的形式制作出

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使用投影设备进行教学，同时还可以在课堂

上暂停，让学生们更好的理解自己的实验。 

不过，实验的过程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对实

验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让学生在实验动手中达到最好的状态。当学

生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教师可以用暂停的方式回答学生的问题，

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实验的内容。同时，通过投影技术，也可以

将实验的内容进行放大，让学生们可以更好的进行观察，从而提高

中职化学教学的教学效率。比如，老师在教授金属化学的时候，就

会先给学生们一个试验，让学生将镁、铜、铁与稀硫酸的反应进行

对比，再用投影技术将学生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最后，老师给学生

相关的实验提醒，并非所有的金属都可以和酸性物质产生化学反应，

并且反应的速度也不一样。同时，将信息技术运用到中职化学的教

学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学校可

能会因为经费不足而无法参加实验，无法理解和体验，所以中职化

学的学习效率并不高。在没有足够的设备的情况下，教师们可以使

用信息技术进行实验，并且使用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在没有任何

风险的情况下，通过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们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 

3.化学教学有效性的应用 

在中职化学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主要在于教师在教学

中的作用。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们的教学工具一般都是课本和黑

板，这就导致了教学资源的不足，同时，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实

验课是很少见的。学生们不可能对实验的细节和现象有太多的理解，

老师也只能用语言来教授，让学生们对化学课失去兴趣，从而降低

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创造力。但在中职化学课

程中运用信息技术，教材上的内容可以按照教材的要求来呈现，大

大缩短了讲义的时间，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同学们交流，解决学

生在化学上遇到的问题。这种教学方法与传统的化学教学相比较，

可以让学生对中职的化学课更加感兴趣，而且在化学课上也进行了

一些改革，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一般而言，中职的化学教材中的知识应该和企业的实际操作结

合起来，这样一来，信息技术就会有很大的帮助，首先老师可以通

过网络技术，通过图片和视频的方式来展现企业的实际操作。比如

中职的化学课《溶液 pH 酸碱度》的教学中，老师们在给学生们讲

解这些知识的时候，可以先把实践性作为教学的重点，重点是污水

处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处理，还有“酸碱中和”的方法。其次，

教师们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将污水处理的照片和视频播放给学生们，

让学生在处理污水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体验。最后，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可以通过视频技术和技术人员进行视频通话，让学生们更

好地了解公司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环境。中职化学教师也要注意，在

中职化学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但这只

是一种辅助，教师在使用信息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确的使用，

这样才能有效的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而对于实验课，由于有信

息科技的辅助，并不能完全削减学生的实验课。在化学课上，实验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做实验的同时，还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和情

感。 

结束语 
综上，在中职的化学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体现出信息化的教

学发展趋势，可充分整合教学资源，挖掘信息教学的优势和价值。

针对一些危险的实验课程，利用多媒体的形式展现出实验过程，减

少学生做实验所带来的危害，有效地保证了学生的安全问题。将信

息技术应用到中式化学的教学中，可使一些抽象的内容变得更加生

动具体，帮助学生更容易理解抽象的化学知识，激发出学生学习化

学的兴趣和动力，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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