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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信息化教育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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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之越来越多被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课堂教学辅助手段，为师生教与学提供
了有效的便捷,拓展了资源。教师在开展化学教学活动中，要有意识有目的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思维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学探
究能力,有效提升化学教学的效率。本文主要从初中化学的信息化教育发展方向与教学现状，以及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建立翻转课堂，
进一步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与综合素养，同时与广大化学教师探讨提高化学效率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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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对于初中化学教育的推进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

是也不能忽略教师对于信息化技术运用的作用，老师是教学课堂的

主要引领人，也是翻转课堂信息化技术运用的执行者，因此对于学

生的学习质量以及课堂上效率有着深远性影响。为更好的构建初中

化学实验框架。首先，需要老师明确教学目标，并根据学生的学习

特点以及基础能力创建良好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其次，要针对学生

的学习兴趣点进行挖掘，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鼓励学

生自主探索问题，以此提高课堂效率。最后，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

术，丰富化学课堂教学内容，以更加多元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

感官刺激，并形成具有独特优势的教学模式，达到促进教育的高效

性教育目的。

一、初中化学的信息化教育发展方向
（一）教学压力较大，有待模式创新

初中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学生们面临着中考压力，而且需要学

习的科目众多，整个初中阶段具有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等特点，

而且化学是一门强调推理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很多学生反映学习内

容较难，很多要点不易理解。因此需要老师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

式，以学生为教育主体，帮助学生更加适应的教学路径。

传统化学教学方式，都是以老师为主要课堂宣讲人，将课本中

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接下来就是“题海战术”，这样的灌输式

教学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疲惫感和抵触情绪，而且没能帮助学生进行

整体知识框架的梳理，不同能力的学生在初中阶段很容易产生巨大

的差距。另外，由于化学的抽象性较大，很多学生缺乏空间想象力，

老师的黑板板书也可能造成学生的误解，面对这样的问题就需要老

师更多的使用教学工具，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更加立

体、具象的图形展示，加深学生印象。

（二）信息发展迅速，知识融合加速

当代的初中生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交织且信息技术发达的时

代，学生们获得知识的渠道更加广泛，因此传统的教学形式并不能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过信息技术指导学生进行化学实验学习，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自主探索问题、自主分析问题及完成实验的能

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多的倾向于教学引导的作用，鼓励学

生亲自动手，有效提高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实现学生知识能力、

理论水平以及学习品质的协同发展，同时还可以将信息技术作为教

育载体，帮助学生拓展教材以外的知识维度，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

论内容向实际认知的能力迁移。信息化技术对于初中化学教育的推

进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不能忽略教师对于信息化技术运用

的作用，老师是教学课堂的主要引领人，也是翻转课堂信息化技术

运用的执行者，因此对于学生的学习质量以及课堂上效率有着深远

性影响，为了更好的构建初中化学实验框架。

二、初中化学的教学现状分析
初中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学生们面临着中考压力，而且需要学

习的科目众多，整个初中阶段具有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等特点，

而且化学是一门强调推理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很多学生反映学习内

容较难，很多要点不易理解。因此需要老师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

式，以学生为教育主体，帮助学生更加适应的教学路径。

传统化学教学方式，都是以老师为主要课堂宣讲人，将课本中

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接下来就是“题海战术”，这样的灌输式

教学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疲惫感和抵触情绪，而且没能帮助学生进行

整体知识框架的梳理，不同能力的学生在初中阶段很容易产生巨大

的差距。另外，由于化学的抽象性较大，很多学生缺乏空间想象力，

老师的黑板板书也可能造成学生的误解，面对这样的问题就需要老

师更多的使用教学工具，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更加立

体、具象的图形展示，加深学生印象。

三、初中化学的信息化教育策略
(一)建立信息化翻转课堂，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知识来源生活，特别是生活中的化学反应和现象随处可见，在

化学教学中，要构建信息化翻转课堂，必须将化学知识与实际生活

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扩展和延伸，以促进学生思维的不断成长。

例如，在教授人教版九年级全一册《金属的化学性质》的相关内容

时，教师可以联系实际生活，有效利用翻转课堂与信息技术，提前

在网络上搜集铁钉生锈过程的一段视频，重点展示铁钉在空气中发

生的化学变化，发布到相关平台，引导学生观看，清晰了解铁钉从

氧化到锈迹斑斑的过程，或通过进一步剪辑视频，制作成微课的形

式，浓缩铁钉生锈的漫长过程，促进学生更直观地看到铁钉所产生

化学变化的过程。在课上结合事先了解的知识，再引导学生从自己

的实际生活经验和切身的所见所闻中，积极思考铁钉是怎样进行发

生变化的，它产生的锈到底是什么物质。让学生带着这样的疑问和

好奇进行实际的实验探究，分组与学生进行共同思考探究铁生锈的

条件，帮助学生了解其知识及化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通过这样的

方式实现知识的扩展和延伸，进一步培养其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思

维的不断成长，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二)构建智慧课堂模式, 实现区域资源共享

在进行初中化学学习的过程当中，想要创新初中化学智慧课堂

的教学模式，并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就需要有效借助信息技术加强

与其他学校之间的合作，以真正开拓全新的思维模式,有效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态势，切实实现区域教育资源的共享，

促进校园内的交易网络的共享，更好地为社区提供服务，提供教研

教学资源服务，帮助师生有效交流教学经验、资源共享、案例研讨

等。促进学生们开展跨校区自主学习,互动交流,提升化学教学的效

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提高初中化学教学的有效性，就要有效合理利用

信息技术，联系实际生活构建翻转课堂以提高学生们的思维能力，

进一步促进化学教学的改革，落实素质教育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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