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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教学中情境教学的应用策略

	张学洋
长春市朝阳实验学校，吉林长春，130000

摘要：初中化学课堂中，情境教学的运用目的在于打造高效课堂，培养学生兴趣，组织和引导其展开探究活动。由于

化学知识具有抽象性特点，情境教学能够以具体化方式，生动呈现知识，为学生高效学习奠定基础。本文简单论述情境教

学的应用价值，并对其应用策略展开分析，结合教学案例，对于此教学方法实践应用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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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传统教学模式下，主要使用灌输式方法展开教

学，教师对于教材当中相关知识点不断梳理，向学生传授。

运用情境教学，主要是结合教材知识，通过现实生活或者文

字经验打造融合化学素材的学习环境，学生身处生动的情境

其中，结合情境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情境教学

应用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深化其记忆并实践知识，提高解

题能力。因此，有必要就情境教学的实践应用途径深度研究。

一、情境教学的应用价值

（一）培养学生思维

化学课堂，营造适宜学习情境有助于学生学习热情和

兴趣的激发，让其感受知识的奇妙之处，并且能够学以致用，

对于生活当中存在的化学知识深入思考，体现化学学科的魅

力与应用价值，并主动探索知识的运用途径。因此，需要教

师结合新课标相关要求，立足化学教学实际，结合学生生活，

对于教学情境深入挖掘，并不断创新，选取具备高度应用价

值的教学素材，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以情境教学为载体，对

学生化学思维加以培养 [1]。

（二）联系实践生活

情境教学期间，可融合生本主体教育理念，从学生兴

趣角度出发，展开课堂设计，引领学生感受化学魅力，体会

知识和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不但能够高效学习知识，而且还

能从生活当中找到知识的运用途径，让化学课堂更加生活化。

（三）打造高效课堂

应用情境教学，不但能够提高化学课堂效率，而且课

堂质量也有明显提升。教学情境下，学生能够潜移默化掌握

化学理论和知识，并且能够连接教材知识和实际生活，解

决其学习期间存在的理论、现实之间矛盾，回顾原有知识，

深入体会新知识，明确知识发展历程，不断思考，积极参与

课堂活动，促使其认知和思维不断发展。同时，还可在化学

课堂当中呈现丰富的学习资源，给学生带来别样化的学习体

验，深度学习知识。

二、初中化学教学中情境教学的应用策略

（一）转变教育观念

教师方面需要对于情境教学这一教法有明确认知，并

精准定位。部分教师认为其只是教学方法的一种，对其概念、

意义以及理论基础了解相对缺乏。教学实践中，可能由于

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意识多方面限制，对于情境素材的选择以

及应用不合理，教学过程语言的组织以及时间安排不完善，

课堂活动的设置多方面存在理解偏差。对此，需要教师转变

以往教育观念，通过不断学习，对于情境教学形成全新的意

识。具体可通过学校组织，参与教学方法培训活动，还可到

其他学校当中观摩学习，学习其他优秀教师教学方法的运用

思路，从思想方面转变意识。从学校角度分析，需要为化学

教师提供学习平台，让教师展示自我，相互交流，掌握情境

教学具体应用方法。还可组织教师集中教研，参与评课，关

注校本课程的开发，并建立小组合作机制，展开共同学习。

通过上述方式，发挥帮带作用，让更多教师体会情境教学实

践运用方法，并对此教学法深入理解，优化原有教育观念 [2]。

（二）挖掘多种素材

    1. 立足课标

为打造高效的化学课堂，情境素材的挖掘十分重要，

为保证该教法的运用和课标要求相符，将情境教学应用形式

加以丰富，不断积累更多教学素材，吸取教育经验，可按照

课标整体内容，分别从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实

施流程等方面展开教学。从课标当中，寻找情境创设素材，

积累教学方法，在课堂设计当中，遵循课标理念和思路，对

于情境教学目标和内容详细介绍，从学生在身边事物入手，

打造互动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探索物质的组成奥秘，掌握

化学知识，保证情境教学方法应用和课标要求一致。

2. 深挖教材

合理运用情境教学的前提条件为教师对于化学教材内

容有整体把握，并且深入挖掘，从教材资源当中挖掘情境创

设方法，积累相关素材。人教版化学教材为例，其中不乏大

量情境素材。无论是教材中的图片，还是其中的阅读内容，

或者讨论模块，甚至是家庭小实验，都可作为情境教学的良

好素材。与此同时，教材内部还有实验内容展示图、科学家

信息和照片、生产应用图片以及化学实物多种资源，不但图

文并茂，而且形象生动，色彩丰富。合理利用，能够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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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更加直观的感受，对于其思维点拨金及引导有重要的影

响。所以，教师展开情境教学时，可充分利用教材内容，设

计问题，呈现重点知识。教材当中，“讨论”模块单独设立

一个栏目，并且问题类型有助于学生智力的开发，因此，教

师可以此为基，展开重点、难点知识的讲解，并组织学生就

具体问题展开讨论。此外，教材当中“家庭小实验”模块有

助于学生在生活当中实践知识。

如：学习化学肥料内容时，教师可利用教材图片，为

学生介绍植物如何缺少氮元素、磷元素、钾元素等特点，并

和健康生长的植物进行对比，让学生感受化学和生活关联，

提高学习兴趣。对教材情境素材深度挖掘，带领学生迁移知识，

使其知晓农作物生长过程某种元素缺少问题的解决方法。

3. 联系生活

化学教学，情境创设离不开生活资源的挖掘。由于化

学学科知识和社会生产以及人门生活存在紧密联系。因此，

教学期间，对于生活实例深入挖掘，不但能够找到更多情境

素材，而且还能将学生探索生活的欲望激发出来，对化学知

识产生好奇心，形成学习动力。

比如：“一氧化碳性质”内容讲解期间，可利用网络

搜索“煤气中毒”有关新闻，引入课堂，作为情境教学素材，

带领学生思考，联系生活和学习经验，利用化学知识将煤气

中毒主要原因解释出来。教学期间，带领学生共同观察实验

视频，并相互交流，师生共同完成 CO 化学性质内容总结，

并让学生找到预防煤气中毒有效方法 [3]。

再如：学习人“类营养物质——蛋白质”内容时，由

于学生已经掌握特定生活经验，知晓牛奶不可进行长时间煮

沸。组织观察实验，展开对应操作，营造情境，让学生讨论“牛

奶不可长时间煮沸的原因”，学生结合生活经验以及化学知

识，共同讨论，之后总结“由于牛奶当中含有丰富蛋白质，

当外界温度高于 60℃时，蛋白质会发生脱水现象，产生凝

胶沉淀，导致内部养分流失，故此得出结论。”

（三）调动学生兴趣

化学教学，运用情境教学法，实践过程存在学生对于

知识不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在日常教学还可要求学生阅读

和化学知识相关的故事或者书籍，从生活当中找到化学现

象，激发其兴趣。注意化学实验以及实践之间的联系，让学

生参与学习过程。情境教学的应用不但需要教师为学生布置

相关学习任务，还需指导其展开实践练习，不断总结知识，

掌握复杂问题解决方法，交流学习经验，形成良好习惯，高

效参与课堂学习。

三、初中化学教学情境教学应用案例分析

下文选取《酸的性质》为例，结合课标要求，让学生

通过身边的化学，迁移知识。由于学生已经具备特定化学基

础，知晓大理石、稀盐酸二者之间能够发生反应，并知道

酸性溶液可使石蕊试液变红。在情境教学中主要结合生活事

例，深化学生对于酸化学性质认识。

（一）导入阶段

导入阶段利用多媒体，呈现布满水垢的水壶、生锈的

铁钉等，并提出问题“遇到上述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利用

图片，结合生活问题，营造问题情境，旨在让学生联系生活

经验，走进学习状态，分析相关问题。结合学生给出答案，

明确“利用食醋处理水垢、铁锈等均是利用酸的性质”，之

后提出问题“同学们知道酸的性质还有哪些吗？”

（二）交流阶段

仍然利用多媒体，将浓盐酸和浓硫酸标签展示出来，

借助实验对比，将浓盐酸打开时现象，用玻璃棒蘸取浓硫酸

滴到棉布上的现象呈现出来，组织学生交流，并讨论上述现

象产生原因，最后总结浓硫酸以及浓盐酸物理性质。学生在

情境当中，结合实验现象，能够总结出“浓盐酸瓶盖打开之

后，上方形成白雾，主要是氯化氢挥发以后和水汽接触，因

此具有挥发性”，“棉布变黑证明浓硫酸拥有腐蚀性”。在

活动阶段，利用问题情境，指导学生思考，发挥其合作学习

优势，相互交流，总结知识，有助于其学习能力的提升 [4]。

此外，还需提示学生，由于浓硫酸具备强烈腐蚀性，

因此，如果溅到皮肤上，应该使用大量水不断冲洗，并在上

方涂抹浓度 5% 碳酸氢钠溶液。结合浓硫酸性质，抛出问题

“如何稀释？”由学生交流讨论，总结稀释方法。学生交流

期间，还可利用课件给出提示，让学生明确浓硫酸密度 1.84g/

mL，水的密度 1.0g/mL，结合提示，学生可以得出“稀释过程，

要沿着容器壁将浓硫酸注入水中，注意速度缓慢，并且不断

搅拌，不可直接将水倒入其中。”

（三）实践阶段

组织实践活动，利用稀盐酸和稀硫酸等物质，和锈铁钉、

镁条、氧化铜、碳酸钙等物质反应实验进行操作。确认实验

方案，以合作方式，设计驱动任务，通过实验情境，让学生

在合作过程观察现象、规范操作、总结结论。

（四）总结阶段

要求学生对于实验过程展开思考，基于物质分类，对

于稀盐酸以及稀硫酸和其他物质反应进行归类，并且明确酸

性物质具备上述化学性质的原因。此阶段可利用教学视频，

辅助学生总结知识。学生在视频情境当中，结合上述学习过

程，能够得出结论：第一，酸能够让石蕊试液变红，酚酞试

液颜色不改变；第二，酸可与活泼金属产生反应，并且生成

盐与氢气；第三，酸可与碱性氧化物之间发生反应，生成盐

与水；第四，酸可与特定盐发生反应；第五，酸、碱之间能

够发生反应，生成盐与水 [5]。

结束语 : 总之，初中化学的课堂教学，情境教学理念和

策略的运用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可立足于教学实际

需求，推广的教学方法的应用，以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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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与此同时，还需联系生活，培养学生观察、实践和解

决问题等能力，使用恰当的方式运用该教法，完成课堂教学，

不断提高学生化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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