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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实验生活化设计初探 

马苏苏 

（杨陵邰城实验学校  陕西咸阳  712100）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初中化学实验教学过程更加注重学科核心能力的培养目标。生活化化学实验教学活动能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多维度培养学生的化学思维观念。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生活化路径需要从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出发，强化

初中生的化学实验应用意识，采用不同层次的实验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构建实验实践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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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生活化教学法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也能够从学生的认知和理解层面逐步渗透，让初中生逐步

完成从知识到能力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初中化学学科既需要

将理论概念知识与实验教学有效融合，同时也可以借助新的教学方

法和手段有效引导学生从实验过程中发现化学原理和基础知识，拓

展应用日常实验探究内容。 

1 初中化学实验生活化教学的重要性 

1.1 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初中学生由于接触化学课程较晚，对学科比较陌生，学生不敢

在化学学习中加入自己的想法。实验生活化教学利用学生熟悉的生

活内容作为元素，设计和制定实验方案，可以有效地吸引学生参与

化学实验，让学生从心理上更容易接近化学，同时通过实际操作，

学生真正感受到化学知识的奥秘，提高了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各种

素质和能力全方位发展。 

1.2 改变传统的化学实验学习方式 

目前，大多数初中化学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方

法，一般只要求学生熟记实验目的、方案、步骤、原理、现象和结

论，并没有详细解释用于实验设计的理论知识和原因，这样常常会

使学生感到困惑，不能真正理解化学实验的原理和意义。以生活为

导向的实验教育和学习方式将首先要求学生自发地思考，在贴近生

活的学习氛围中，学生可以放下冲突的情绪，融入到课堂中，在老

师的引导下深入思考，变被动接受和机械记忆的学习方式为主动探

究，有效提高学生对教材中知识的吸收。 

1.3 丰富学生的化学实践能力 

目前国家教育部门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因为走向社会

时，公司、企业不需要纸上谈兵，他们需要的是理论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的人才。因此，在初中化学实验课中，必须要求学生掌握基本

的实践能力。通过亲自参与一次又一次的小实验成功后，学生不断

总结方法和技巧，在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中，通过不断的实践，

提高了学生积极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生活化实验教学的实践分析 

2.1 面向生活的化学实验设计 

比如，可以用自己的呼吸感受氧气的存在，用可乐中的气泡体

会二氧化碳的水溶性等。同时所用的药物也可以从生活中选择。如，

需要铝时，可以使用易拉罐；碳酸钠，可以使用碱面，碳酸钙，可

用蛋壳代替等，总之，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积极发现

生活中的化学知识，并能够灵活应用，达到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

学习效率的目的。 

2.2 生活化化学实验过程 

初中化学生活化实验过程使学生能够真实地体验化学现象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注重生活化实验内容与生活化场景的

融合，让学生体验到有趣的生活化实验并愿意参与其中，从而提高

化学实验能力。针对这一实验过程，教师可以通过设置实验的目的

和需求，有效地完成这一时期的体验。 

比如在《燃烧的条件》的实验中，为了加深学生对燃烧条件的

理解，进一步了解灭火原理，通过实验生活的体验过程，让学生了

解详细的实验过程，通过实验项目的生活化、实验过程的生活化、

实验交流的生活化，展现生活化在实验教学中的价值。实验的物品

有烧杯、镊子、棉花、镊子、蜡烛等，这些都是学生熟悉的。生活

化实验内容是指在实验过程中，将棉花分别用水和酒精浸泡，并分

别放上酒精灯的火焰观察现象的过程。它是学生熟悉的、易于操作

的、有效实现实验目标的生活化场景。在日实验交流过程中，学生

可以谈论实验现象，使用生活术语来实现有效的交流目标，完成实

验生活体验。 

2.3 生活化化学实验总结 

化学实验结果的生活化展示，使生活化实验教学取得实效。教

师要注意抓住这个机会，对实验进行有效的总结和评价，让学生了

解实验设计的目的、出现的问题、实验结果展示以及自己在实验过

程中的表现。通过这种生活化的指导模式，教师可以有效地完成生

活化实验体系的构建。 

比如《氧气的实验制取与性质》和《燃烧的条件》的实验结束

后，教师可以对实验目标、设计、过程等进行综合总结和评价。并

根据总结过程帮助学生了解实验过程，让学生了解总结实验过程和

结果的重要性。同时，要对实验操作的学生主体进行评价，分析学

生的实验表现和实验能力，从而达到在生活化实验教学中激活学生

参与实验总结分析的目的。 

3 生活化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分析 

3.1 引导学生参与生活化实验的兴趣 

通过生活化实验教学的实践过程，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被自己熟

悉的生活化场景所吸引，实验兴趣得到激发，有效展示了实验教学

的探索效果和路径探索的有效性。基于此，教师可以在生活化实践

的过程中，通过生活化实验设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生活

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通过生活化实验教学的课堂设计引导

学生进入实验，完成生活化实验的有效实践体验，学生不仅可以掌

握化学知识，了解化学知识的来源和现象的可能性，还可以通过生

活中熟悉的内容和物品设计实验，减小与学科知识的隔阂感，促进

化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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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中感受到化学知识和化学实验的兴趣，从而在这些兴趣和兴

趣的引导下，主动融入化学实验，挖掘化学实验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利用化学实验设计的成果展开有效的化学实验活动。 

3.2 提高学生参与生活化实验的能力 

在初中化学生活化实验教学中，教师也可以把提高学生参与实

验的能力作为探索路径，通过实验过程中的生活化实验体验，真实

有效地完成知识点理解，实现实验目标，并论证生活化实验教学探

索路径的有效性。因此，在生活化实验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验

内容，通过自主实验的过程，有效实现实了验能力的培养目标。同

时完成了化学实验教学中自主能力、实践能力、分析能力等综合能

力的培养，实现了生活化实验教学探索路径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3.3 带动学生参与生活化实验的自信心 

初中生化学学习自信心的培养至关重要，是学生开展化学学习

和化学实验活动的关键因素，教师应予以重视。特别是生活化实验

教学结束后，教师要通过总结环节评价学生在参与实验活动过程中

的表现，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和实验的自信心。通过教师科学有效的

激励评价，让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心和关怀，从而增强自信心，

积极乐观地参与化学学习和生活化实验活动，展现生活化实验教学

的有效性，有效展现生活化实验教学中驱动学生参与生活化实验自

信心的重要性。 

3.4 实验教育是中学化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中学生通过化学实验感受化学的存在，确认自己从课本中学到

了什么，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然而，在现有的化学实验课上，

中学化学教师经常让学生按照课本内容进行化学实验，这在一定程

度上打消了学生对化学实验的热情和对化学的学习兴趣。因此，中

学化学教师可以通过向化学实验教授介绍活生生的化学实例来激

发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比如在教《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的时候，可以带学生去实验

室教他们做实验。上课前，问学生，“学生，地铁，高铁，商场等

地方都有灭火器，你知道灭火器是用什么做的吗？你是用什么原理

来放灭火器的？”一个学生问道，“老师，灭火器是干冰做的，但

我不知道怎么灭火。”让学生坐好后，开始说：“同学们，灭火器

是由固体二氧化碳和灭火原理制成，是根据二氧化碳不燃烧、不助

燃的原理制成的。接下来，通过实验证明二氧化碳消解的原理好不

好？”这样学生们对实验的兴趣就增加了，有效地加强了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增加了他们对化学的兴趣。 

3.5 通过生物化学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中学化学教师只能通过不断地为学生提供化学实践来培养创

新技能。中学化学教师在实验室教育中创造栩栩如生的化学实验，

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和化学实验，积极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生命实验课堂通过让中学生积极参与实验的操作和思考，有助于激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例如，在教完《酸及其性质》 之后，我让学生在教室外用日

常物品进行实验，以进一步探索酸的特性。在化学课上，让学生分

享他们的实验结果： “李明，你在闲暇之余，用什么东西来探查

性质，得到了什么结果？”。同学：“老师，我用生锈的铁钉、醋

溶液和杯子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过程中，在杯子里加入醋溶液，再

加入生锈的铁钉，溶液逐渐从无色变为无色。一段时间后它是淡黄

色和气泡。”同学坐下后，听取其他同学的意见，选了一个实验案

例做参考，让其他同学做实验。学生们完成实验后，列出了一些在

现实生活中应用酸性物质的“土壤方法”，然后提供了实验材料。 

3.6 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化学现象进行实验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个可以从化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现

象，在中学化学教授中，如果老师只教给学生课本上的理论知识，

而不注意学生的化学实践能力，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导致成比例

下降，不能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因此，中学化学教师可以将

现实生活中的化学现象融入课堂教学，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能激发兴趣，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 

比如在生活中经常看到大人用醋来清洗水壶的水垢，原理是水

垢主要由碳酸钙组成，加入少量醋就能与碳酸钙发生反应。再比如，

在生活中，自行车的表面经常会因为长时间没有使用而生锈，因为

大多数自行车都是铁做的。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完全接触会引起某

些化学反应。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可以用化学知识来解释，中学化

学老师讲课时，通过生活实例在课堂上介绍实际例子，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使他们能够做好化学实验。 

3.7 化学实验必需品的使用 

在现有的中学化学实验教育中，大部分教师让学生按照书中的

实验步骤进行实验，实验设备与课本实验设备相同，帮助学生创新。

中学化学老师可以“丰富”他们的实验，这样学生就可以用日常用

品完成实验。以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能够在贴近生活的情

境中获取知识，并利用在生活中学到的知识。 

比如在教《氧气》之前，先找几块废电池，仔细拆开电池，取

出里面的二氧化锰，电池上黑色的那个，保证你的学生有足够的实

验用。要求学生在课前带一瓶干净的瓶装水用于实验。讲座开始后，

将与学生进行简短的互动，让他们对氧气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

进行教学。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将自己做化学实验，并用自己的系

统进行脱氧过程。在为学生提供二氧化锰和过氧化氢后，通过向学

生解释过氧化氢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从分发给他们的二氧化

锰中提取的物质来吸引学生。最后，描述了实验步骤，当学生们用

手中的一些简单的实验工具制造氧气时，学习化学的动力是前所未

有的。 

结语 

总之，化学是一门离不开生活的学科，作为一个化学老师，特

别是作为学生的化学启蒙老师，我认为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教会学生

用化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是初中阶段化学的最重要的

任务。化学课堂生活化是激发学生兴趣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

手段。教师必须认识到生活化教学的价值和重要性，通过对教学实

践和探索过程的分析总结出有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这样有效

的学习路径发现化学实验的有趣特征，进而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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