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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多媒体技术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尤其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给教育带来了勃勃生机。在初中
化学教学活动中，多媒体技术与课堂的融合，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主动的融入课堂，还能突破教学重难点，实现高
效课堂的建设。同时，多媒体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图文与视频教学的缺陷，让教学更加灵活。因此，初中化学课堂中有效融合多
媒体，对提高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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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化学教学活动中，多数教师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大

部分学生在学习化学微观世界、概念、原理等方面知识时，总

是提不清精神来，而一旦课程涉及到演示实验的话，大多数的

学生都会兴致勃勃，内心充满着期待。这就间接的说明了，教

师仅凭借口头表达，很难实现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而自媒体的

介入，能将抽象的化学知识生动形象的展现出来，加强学生对

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使其充分的认识化学世界。 

1、创设情境 
在初中化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与生

活息息相关的化学知识的视频，让学生在视频中感受到化学知

识的真实性，使其对化学教学产生浓郁的兴趣。同理，遇到较

为抽象或者晦涩难懂的知识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

优势，让知识变得更加的直观与具体[1]。 

例如，在《燃料及其应用》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

互联网搜集一下有关燃料的相关资料，根据所搜集的资料设计

导学案，并提出引导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思考力与探究能力，

为高效课堂的建立奠定基础。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多

媒体设备播放一些化学燃料导致环境污染的资料，让学生意识

到化学燃料的不合理使用会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强化学生对

环境的保护意识。 

2、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化学学科与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并非所有实验都

能进行现场演示，此时多媒体模拟演示实验就发挥出了充分的

作用。例如，有些实验需要较大的操作场地、有些实验具有较

大的危险性与污染性，有些实验的过程转瞬即逝，难以正确捕

捉，以及教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多媒体模拟实

验或者演示实验来完成，促进学生对化学重难点的理解，让学

生掌握更好的实验技巧与实验习惯。 

通过多媒体，可以成功记录转瞬即逝的实验结果，例如，

在亚铁盐溶液和碱溶液反应过程中，生成物氢氧化亚铁的白色

沉淀早空气的氧化作用下，依次转变为浅绿色、绿色，以及棕

色，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无论多么集中注意力，依然无法快速

的捕捉到生成氢氧化亚铁白色沉淀的转瞬间。而教师在教学活

动中，通过慢镜头回放的方式，可以将转瞬即逝的现象记录下

来，让学生清晰的观察到实验过程的变化。 

3、利用多媒体实现教材的拓展延伸 
在初中化学教学活动中，延伸拓展是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

学生不但要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还要将所学的理论

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无休止的练习

与做题是课外拓展的主要手段，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同时也减少了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

多媒体的作用，高效的完成延伸拓展的教学目标[2]。 

比如，在化学方程式的教学活动中，为了更好的完成延伸

拓展的任务，教师可以给学生设计多媒体游戏，只有准确的完

成每一关游戏，才能进入下一关，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好胜心理。

例如，游戏的第一环节可以设计成判断题，让学生任意写出几

个化学方程式，让学生判断哪个是正确的，只有正确回答才能

成功进入第二关。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主动性，

进而提高化学延伸拓展的有效性。 

4、利用多媒体在课后复习提高中培养 
教育的本质在于因材施教，化学教师可以充分结合多媒体

与微课，利用精而少的练习，再配合针对性的微课，加强学生

学习与巩固复习的效果。根据不完全统计，初中生的有效集中

力只有三十分钟，因为学生的差异性，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

能力也不同，很多学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初三学生，

面临着中考的要求，没有时间与教师进行沟通，这就造成了无

效知识的堆积。因此，教师要加强对多媒体课件的加工，为学

生录制微课视频，加强学生对碎片化时间的利用，弥补自身对

知识掌握的缺陷。 

通过多媒体与微课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教学知识的拓展，

进而达到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与拓展，充分开发出学生的学习

潜能。在微课的录制方面，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层次，为其录

制针对性的视频，实现学困生对旧知识的巩固，实现优等生对

化学知识的拓展。充分结合多媒体与微课，不仅能捋顺教学内

容，还能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3]。 

5、结束语 
化学学科抽象性的内容较多，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不仅

入门难，想深入掌握知识更难。因此，教师要加强学生想象能

力与分析能力的培养，充分发挥多媒体的教学作用，利用图片、

视频、音频、动画等优势，将抽象的内容演变成形象具体的情

境，优化课程的重难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还有助于

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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