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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研究 

毛丹 

（镇江市宜城中学  江苏镇江  212000） 

摘要：本论文研究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由于科学课程缺乏实际意义导致学生兴趣减弱，故探讨如何

提高学生对科学课程的兴趣。我们将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与既有研究进行对比，以评估这种教学策略对学生学

习兴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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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近年来，学生对科学课程兴趣降低，

原因在于科学课程与实际生活脱节。本研究探讨如何运用生

活实例改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以提高学生对科学课程的兴

趣。 

一、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设计，通过对比接受以生活实例为

基础的教学策略的学生和接受传统教学策略的学生，以评估

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兴趣、关

注度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的影响。为了更具体地评估以生活

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课

程，包括传统教学策略组和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

组。 

在实验课程中，我们选取了一些典型的初中化学知识

点，如原子、分子、化学键、化学反应和物质的性质等。以

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组在讲解这些知识点时，会结合

生活实例进行教学。例如： 

（1）在复习酸碱盐知识时，通过介绍松花蛋的制作过

程。首先讲解鸡蛋中的蛋白质如何在酸性环境中凝固，然后

解释盐、氢氧化钠、氯化钙等物质在制作过程中的作用。这

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环节： 

A.环节一是测试皮蛋酸碱性，将皮蛋去壳后放入烧杯中

然后加入蒸馏水，浸泡一段时间后，获得皮蛋浸出液。 

B.环节二是认识皮蛋的制作原理，阅读皮蛋的传统制作

工艺，找出皮蛋制作过程中所需要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间

可能发生哪些化学反应以及在料泥过滤中有哪些物质。 

C.环节三是探究皮蛋粉浸出液成分，将少量滤液（1-2mL

即可）倒入两只试管，分别验证，得出滤液中的成分为：

NaCl 、NaOH、Na2CO3。 

通过实际操作，让学生了解实际生活中酸碱盐的应用。 

（2）在讲解溶液的酸碱性时，通过探讨洁厕灵的工作

原理。首先介绍洁厕灵中的活性成分—盐酸，讲解其强酸性

和清洁能力；接着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指示剂检测洁厕灵的

酸碱性；最后，让学生动手进行实验，亲自检测洁厕灵的酸

碱性，加深对溶液酸碱性的理解。与此同时，传统教学策略

组则主要采用教科书和老师的讲解进行教学，不涉及生活实

例的应用。 

通过对比两组学生在课堂上的兴趣、关注度和课后作业

完成情况，我们将评估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对学生

学习兴趣的影响。预期结果是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

组的学生将更加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关注度更高，且课后作

业完成情况更好，从而证实这种教学策略可以有效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将通过课堂观察和作业分析的方式收集数据。在

课堂观察过程中，我们将关注学生在接受以生活实例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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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策略时的参与度、关注度等表现。为了全面评估这种

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我们将选取一些与生活实

例紧密相关的化学知识点进行教学。 

在作业分析中，我们将关注学生在作业中运用生活实例

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点掌握程度以及作业的完成质量和数

量。通过比较接受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的学生与接

受传统教学策略的学生在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上的差

异，我们将评估这种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 

我们将密切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提问、讨论和参与情

况，以评估生活实例教学策略是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学生在课后作业中运用生活实

例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了解他们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以下为两个生活实例教学案例： 

案例一：自制酸碱指示剂 

实验原理：许多植物的花瓣、叶子和根茎中含有色素，

这些色素在酸性或碱性环境中呈现不同的颜色，可用于检测

溶液的酸碱性。 

实验步骤： 

1.将花瓣、叶子和萝卜等植物材料捣烂，加入 5 毫升酒

精，搅拌后过滤，得到含有植物色素的酒精溶液，分装入 3

支试管。 

2.在白色瓷片上滴加稀盐酸、稀氢氧化钠溶液和蒸馏水

各 3 滴，然后加入 3 滴花瓣色素酒精溶液，观察颜色变化。 

3.用叶子色素酒精溶液和萝卜色素酒精溶液重复步骤 2，

观察颜色变化。 

实验结果：在酸性环境中，花瓣色素呈红色，叶子色素

呈绿色，萝卜色素呈黄色；在碱性环境中，三种色素均呈蓝

色；在中性环境中，保持原有颜色。 

实验结论：通过这一实验，学生可以制作出简单的酸碱

指示剂，并通过观察颜色变化判断不同溶液的酸碱性，加深

对酸碱概念的理解。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这种以实验操

作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可以更直观形象地展示酸碱指示剂的

工作原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案例二、“可乐”变“雪碧” 

实验原理：硫化硫酸钠和碘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褪

去碘溶液的颜色：I2+2Na2S2O3===2NaI+Na2S406 

（1）、取可口可乐空瓶一只，倒入四分之三体积的蒸馏

水。取烧杯一只加入 50 毫升酒精，并加入适量碘片，制得

深褐色酒精碘溶液。 

（2）、将配好的溶液倒入可乐瓶中，边加边振荡直到溶

液的颜色和可乐相似为止。一瓶“可乐”就制好了。 

（3）、在干燥的瓶盖内放入硫代硫酸钠（大苏打）粉末，

然后取一张糯米纸盖在内粉末上，再将瓶盖轻轻地盖在瓶口

上，小心盖紧，注意不要使大苏打粉末散落在瓶内。将可口

可乐瓶用力一摇，很快一瓶“可口”变成了无色透明的“雪

碧”。自然，这种“可口可乐”不会可口，“雪碧”也不会令

人清爽，它们绝对不能饮用。虽然最后得到的产物不可食用，

但是这一实验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一反应机理的理解。 

3.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首

先，我们将对访谈数据进行文本分析，以提取关键信息。接

着我们将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了解数据

的整体特征。最后，我们将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评

估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兴趣

的影响。 

通过对数据的系统分析，本研究将能够得出结论，明确

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兴趣的

影响程度。这些结论将有助于提高初中化学教学的效率和效

果，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本研究的结

论也将为今后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数据分析阶段，我们首先对访谈数据进行归纳和总

结，以了解学生对于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的看法和

反馈。接着，我们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包括平均值、标准差等，以展现传统教学策略组学生的整体

表现。为了对比两组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采用了独立样本

t 检验，以评估两组学生在学习兴趣上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

学显著性。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卡方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以进一步探讨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

兴趣的影响，并分析其他可能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因素，如

学生的性别、年级和家庭背景等。 

4.结果与讨论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

组的学生在学习兴趣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组学生的学习兴趣

得分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策略组学生（p < 0.05）。这表明，将

生活实例融入初中化学教学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学策略是影响学

生学习兴趣的重要因素，而学生的性别、年级和家庭背景等

因素对学习兴趣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意味着，改变教学策略，

特别是将生活实例融入教学过程，可能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的关键途径。 

在访谈过程中，学生普遍表示，通过生活实例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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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能让他们更容易理解抽象的化学知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

对化学学科的兴趣。例如，一个学生提到：“当老师用烧烤

的例子来解释化学反应时，我突然明白了化学反应的本质，

也更喜欢上化学课了。”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了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

教学策略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和学校应

考虑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引入更多与生活实例相关的内容，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化学知识，提高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

成绩。 

二、研究结果 

1.实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对

学生进行了实验。我们将一组学生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另一组学生采用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进行教

学。通过对两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的评估，我们发

现采用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的学生在学习成绩和

学习兴趣上均优于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的学生。 

2.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通过访谈方式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数据分析结果

表明，采用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的学生在

学习兴趣上显著高于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学生。此外，我们

的结果也显示，采用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的学生在

学习成绩上也显著优于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学生。这表明以

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我们认为以生活实

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值得

推广。 

三、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采用以生

活实例为基础的初中化学教学策略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成绩和学习兴趣，并且学生对生活中的化学知识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 

通过实验对比，我们发现那些在教学中引入生活实例的

课堂，不仅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使学生在理解和

应用化学概念时表现得更加出色。例如，使用日常生活中的

化学现象，如烹饪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洗涤剂的化学作用等，

能够帮助学生将抽象的化学概念具体化，从而加深他们的理

解和记忆。 

此外，学生的反馈也表明，他们更愿意参与这类教学活

动，因为它们不仅有趣，还能让他们看到化学在现实生活中

的实际应用。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还

促进了他们对科学探究的兴趣，使他们更主动地参与到课堂

讨论和实验中来。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

教学策略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兴趣，还能促进

他们对化学知识的深层次理解。 

2.对教育改革的建议 

教师应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更多地运用生活实例，以提高

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和深入理解。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在课堂

中引入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化学现象和问题，例如食品化学、

环保问题、家庭化学品等。通过这些实例，学生不仅可以更

好地理解化学概念，还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增

强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教育部门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支持，帮助他们掌

握以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这些培训可以包括如何选

择和设计适合的生活实例、如何在课堂中有效地应用这些实

例以及如何评估教学效果等。通过系统的培训，教师能够更

好地掌握这种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学校应鼓励并支持教师在教学中创新，提供必要的资源

和条件，如实验设备、教学材料等。此外，学校还可以组织

教师交流经验和教学成果，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共

同提升教学水平。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实

验活动，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例如，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实验设计、项目研究等活动，使学

生在实际操作中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未来的研究也应该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进一步证明以

生活实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可以开展

更多的实证研究，探讨不同年级、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下的

教学效果。此外，还可以尝试将这一策略应用于其他学科，

如物理、生物等，验证其在不同学科中的适用性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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