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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优化化学用语教学，提升初中生化学核心素养 
◆宋广东 

（吴江芦墟初级中学  215211） 

 
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指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

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基于初中生的化学核心学科素养
是指学生通过学习化学知识的过程中产生出解决生活中实际问
题最有用的化学能力和思维。 

化学用语是学习和研究化学的基础工具，它与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元素化合物、化学实验、化学计算都有密切的联系，是
初中化学的基础知识和重要技能。初中化学用语主要包括元素符
号、离子符号、原子结构示意图、离子结构示意图、化合价、化
学式、化学方程式以及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简单计算。可以说化
学用语的学习贯穿初中化学的始终，这是学生初学化学都会感到
困难，甚至有些学生慢慢失去了初始学习化学的兴趣，开始厌学
化学。作为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克服困难，重建学生学习化学的兴
趣，提升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下面我将依据个人多年的教学
经验，从化学用语教学的视角，阐述培养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策
略。 

首先，优化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中心环节，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教师施

教活动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直接作用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最
有价值的劳动并非一味解释书本知识，而是善于增强每一个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如：在教学“水通电分解的微观过程”中，将水通电分解的
微观过程设计成情景剧：让七个学生，两男四女，“构成”两个
水分子，另外一个学生模拟通电。“通电”后六个人迅速分开，
然后两男抱在一起，形成一个氧分子，四女两两抱在一起，形成
两个氢分子。表演完后让学生讨论：在水电解过程中，发生变化
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因为表演将水分解的过程变得直
观、形象和生动，学生很容易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是什
么，不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在教学质量守恒定律时，我又让学生
表演了这个情景剧，然后提问①水分解是化学变化还是物理变化
②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化学变化前后物质的总质量有没有发生变
化。学生很容易从表演中得到启发，因为变化前后还是这 2 个男
同学和这 4 个女同学，而且每个同学的质量都没有变化，联想到
化学变化前后原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化
学变化前后物质的总质量没有发生改变。再如，2O 和 O2 中的 2
含义，学生经常性出错。于是，我在找了四个学生，在每个学生
胸前贴上字母 O，其中两个手挽手的站在一起，这个是氧分子，
每个氧分子中含有两个氧原子；另外两位学生我夸张的让它们站
在教室的左右两边，告诉同学们这是两个氧原子。经过这样的表
演，学生的错误率降低了很多。我在教学中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情
景剧表演，让学生共同参与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以此突破教学的重难点，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提
升学生的化学学科素养。 

其次，多管齐下，帮助学生课后记忆化学用语。 
学习元素符号的难点不在于理解而在于记忆的保持，也就是

说很多学生记元素符号记得快忘的也快。所以在元素符号教学过
程中教师就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方法帮助和指导学生进行记忆。
（1）对元素符号分组记忆。美国心理学家米勒教授经过试验，
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一般人一次记忆项目的最大数值是
“七”。如 12 位电话号码 051267593769 不分组很难记忆，在号
码中间加个短线 0512-6759-3769 进行分组后你会觉好记多了。
一般来说记忆项目数量不超过“七”，相对容易记忆，效率就会
大大提高。因此我对课本中常见元素的名称和符号进行合理分组
后让学生记忆。（2）对元素符号进行精加工。所谓的精加工就是
对要记忆的材料补充细节，举出例子，作出推论或使之与其它观
念行车联想，以到达长期记忆的目的。比如，学生经常把铝（Al）
和氯（Cl）混淆，铝是金属比氯非金属要硬的多，可以用来搭支
架，支架搭成三角形最稳固，与大写字母 A 比较相似。再如，
有学生把钠（Na）和氖（Ne）混淆，可以提示学生从拼音的角
度加以区分，钠的拼音和元素符号是一致的，这样学生就不会把
Na 写成 Ne 了。（3）强调在记忆时一定要“心到、眼到、口到”。
宋代学者朱熹说，读书要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
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
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
乎。”对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从视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住 25%，
从听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住 15%，若把视觉与听觉结合起来，能
够记住 65%。因此我经常对学生强调，在记忆时一定能够要集中
注意力，并且要一边读一边写，这样可以提高记忆的效果。（4）
利用游戏帮助学生记忆。把化学用语的学习与化学用语技能的训
练有机地结合在娱乐活动中，既可以改变化学用语教学枯燥呆板
的局面，又可以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求知欲，还
可以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因素，起到“以趣激情、寓教于乐”
的作用。比如，现在微信流行闯关小游戏，我自己做了一个选择
题型“元素名称——符号”分组闯关游戏和“三对三”对抗游戏。
游学生在游戏中学习化学用语，能唤起学生的求知欲，能激励学
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化学用语学习之中，其注意力和观察力都有明
显的加强，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容易被调动起来，在游戏过
程中还提高了学生合作、交际、语言表达等多种素养得到了提高。 

总之，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观念，根据初中生学习的特点充
分挖掘化学用语中蕴含的学科观念和思想，帮助学生认识化学用
语在化学学习中的重要价值，提升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