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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多媒体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运用 
◆张文彬 

（四川省蓬溪县宝梵镇龙洞学校  629124）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提速发展，数字信息不仅便捷了大众生活，

也使教育方式得到了发展和创新。随之多媒体广泛的走进校园为，不仅

打破了空间、时间对课堂的限制，使短视频、声音、画面、讲解融为一

体，通过对学生视觉、听觉等多观感的刺激，实现了对抽象知识的具体、

直观讲解。尤其在初中的化学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可针对抽象概念的

解析及不便于进行课堂实验的操作进行说明、补充，通过生动的画面讲

解展示，使学生对化学知识掌握的更透彻，对化学学习更具积极性。可

以说，化学遇到多媒体，不仅使教学更多了一种创新方式，也使课堂效

率得到了有效提升。因此，笔者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浅析在化学教学中

关于多媒体的应用，以期能为助力构建化学教学的高效课堂贡献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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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化学作为一门理性自然学科，在初中教学中多以实验
的面貌呈现。实验是化学研究及学习的灵魂，但因课堂存在局限
性，实验并非能向学生展示所有知识要点。例如：对构成物质的
化学特点，分子、原子的具体说明；对化学元素的特性讲解；对
物质构成的变化展示等。而随着数字多媒体与化学结合，运用海
量的教学素材做以教学辅助，以生动的模拟画面作为要点解析，
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化学认知，拓展了学生的眼界，并且也使越来
越多的学生对化学感兴趣。笔者在此解析，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关
于多媒体教学的应用： 

一、多媒体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1.1 多媒体在事实性知识教学中的应用 
在事实性化学知识教学中，教师要介绍物质的性质、用途以

及与现实生活生产的联系。这类知识零散难记，教师可以利用实
物、模型、实验等一般教学手段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给学生带
来直观的感受，使学生感受到化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1]。  

教师也可以运用多媒体呈现概念图，清晰地呈现各知识间的
联系，让学生比较不同物质的性质。例如：在讲《元素》时，新
课的导入中可先进行素材图片展示，内容为“含氟牙膏”、“高钙
牛奶”、“碘盐”、“含铁饮品”等，请同学在观看图片的同时说出
图片中物品名称，并思考这里的氟、钙、碘、铁分别表示的是什
么，进而引出教学；在进行元素概念的时候，为了具象化学生对
元素的认知，可播放鸡蛋壳、贝壳和石灰石的一些素材，并介绍
它们的主要成分均为碳酸钙。当老师点击图片中的物体时，延伸
出动态教学，显示碳酸钙是由碳、氧、钙三种元素组成，同时请
学生思考之前学习的哪些物质含有氧元素，它们与碳酸钙有哪些
相同之处。以利用多媒体呈现的方式进行课堂讲解，既便于学生
对抽象元素的具体理解，进行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有助于巩固记
忆；又将以动态教学的方式引起师生互动，有助于深入教学的展
开。 

1.2 多媒体在理论性知识教学中的应用 
理论性知识具有抽象性、逻辑性，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帮

助学生认识化学现象的本质，提高学生的理解、概括能力。教师
可运用多媒体向学生提供与原理相关的具体实例，引领学生分
析、比较，概括出事物的共同特征，再通过实验练习，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老师要合理把握呈现的时机，给
予学生充足的思维空间，让他们展开联想，以实验揭示反应原理，
促进概念的理解；老师还要注意选择恰当的运用媒体，将知识系
统化、结构化，帮助学生构建立体的化学知识网络。 

例如：在进行《分子和原子》教学时，分子是一种微观粒子，
学生看不到、摸不着。此时老师可以借助于多媒体动画，帮助学
生建立丰富的表象，引领他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老师
也可以先告诉学生物质是由无数微小的粒子构成的，再让学生发
挥自己的想象，画出酒精倒入水中分子的分布。不同的学生有不
同的想象，有的学生画出分子是方的，有的画的是圆的；有的学

生画出分子间是紧挨着的，有的画的有空隙；有的学生画的分子
分布均匀，有的画的杂乱无序。老师可以运用多媒体将微观的分
子放大，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分子的表象，从而加深对分子概念
的认识。 

1.3 多媒体在技能性化学知识教学中的应用 
在化学的实际教学中，有些实验因取材不方便、危险性高、

实验现象不明显、失败率较高等因素，不适合作为课堂实验内容 
[3]。而这样的实验也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
老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资源的广泛性，取材的便宜性，以屏幕播
放的方式使学生清晰地看到实验现象，进以形成深刻的化学认
知。 

例如：在进行《燃烧和灭火》教学时，在课堂中播放一段剪
辑过的火灾扑救视频，让学生们通过观看思考都运用了哪些灭火
方式，可以以此引导学生展开关于灭火的有效方式探讨。火灾现
场较为危险，不适合学生们近距离教学，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的
方式，可以以感官刺激进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进而向学
生提问，进行对灭火常识的普及：如果是家里炒菜不小心起火了
要怎么扑灭、如果邻居家电器起火要怎么办等，让学生结合所学
知识进行深入思考。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可以向同学们展示爆炸
的场景，并提出问题：为什么会发生爆炸？让学生根据老师的递
进式引导进行不断进行思考、学习、总结。培养学生对安全知识
的掌握，进而循序渐进的使学生掌握燃烧条件和灭火原理。 

二、多媒体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如上所述，在初中化学的教学中，多媒体确实能够切实起到

促进教学、辅助教学的作用，使化学课堂更直观、生动、具有趣
味性。但在化学教学中，多媒体也并非全盘适用，这就需要老师
面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坚持一定的原则性，例如—— 

2.1 坚持适度的原则 
有助于促进教学，但也要注意坚持适度。在初中化学教学推

进过程中，老师需在充分了解学情的基础上，有特点、针对性的
制作微课件，在合适的环节应用，不能过度追求和沉溺于多媒体
教学[4]。一味的“五彩纷呈”、“精彩影像”会使教学主次颠倒，
学生过度于对热闹场景的关注，便使化学课堂失去了原有的教育
意义。 

2.2 多媒体课件要突出教学重难点 
进行微课件制作时，老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综合

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选择学生疑难点，使微课件有助于
“突出重点、化解难点”，进而增强多媒体教学的有效性，避免
大而全的泛泛而谈。只有突出重难点，学生才能在课堂中通过观
看多媒体课件，有侧重、深入地掌握学习重点和难点，提高课堂
学习的效率；反之，对次重点的过多描述，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造成教学效果低下。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善于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将

对授课起到显著的推进作用，但也并不是没原则的广泛应用，只
有找到多媒体授课与化学教学最佳交互点，才能实现构建高效课
堂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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