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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时期学生已然累积了化学的基础，但他们面对较为抽象的化

学知识，又在缺乏化学实践机会的环境下，始终对化学理解浅薄，难以

展开自主的思考探究，教师在高中的教学中，应改变墨守成规的教学形

式，通过生活化的方式，导入生活中的化学案例，让学生在较为熟悉的

生活情境中展开化学的探究，消除化学的陌生感，将化学的认知迁移到

生活中，获得生活感知能力，在高中阶段强化学生的化学素养，通过理

论实践的形式，在生活模式下让化学的知识以简化繁，学生的记忆更加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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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中化学与生活关联起来，让化学原本较为枯燥的知
识看起来更加灵动，学生可依托生活中对化学材料的认知形成独
立的化学思考意识，基于生活感悟获得化学的探究能力，教师应
将化学的知识与生活情境衔接起来，贯穿化学的知识要点，从生
活的视角化解化学的疑惑，促使学生关注化学、喜爱化学，培养
学生在生活中观察思考化学的能力。 

一、高中化学教学生活化的要求 
1.教学生活化要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生活中有很多的化学元素，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生

活中还有很多的化学原理，但学生在生活中很少去了解其中蕴含
的化学哲理，他们对化学相对较为陌生，在课堂上学生脱离生活
层面对化学进行死记硬背，理论记忆下学生缺乏生活中的化学实
践，实验的开展中学生也很少动手操作，这样一来学生对化学的
理解始终较为浅薄，化学转换了一种出题思路学生就容易茫然无
措，教师应在生活化的教学空间中，打破环境的封闭限制，让学
生走进更加广阔的生活环境中，拓展自己的化学视野，形成系统
化的化学记忆。 

2.教学生活化要关照学生的生活体验  
教师可在讲解了生活中的化学示例后，让学生尝试去生活中

进行化学的情境再现，体会生活中的化学反应，并观察身边的化
学信息，展开生活化的独立思考，课堂上互相分享自己的实践或
者观察结果，提出对化学的独立认知，走上主动的探究舞台。 

3.教学生活化要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  
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培养生活能力的过程，学生在校内学习，

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学
习必要的社会生活能力。要想培养社会生活能力，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必须要做到身心解放，整体参与，即教师要解放学生的眼睛，
让他们从看书本转向看社会、看生活；解放学生的双手，让他们
从电脑游戏中转向亲手操作和体验；解放学生的头脑，让他们从
死记硬背转向积极思考；解放学生的精神世界，让他们从知识学
习转移到感受生活。  

二、高中化学教学生活化的实施路径  
1.教学内容生活化  
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的主要支撑，高中化学与人们生活息息

相关，要实现化学教学生活化首先要将教学内容生活化，引导学
生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让学生摆脱空中楼阁的感
受。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要尽可能地将枯燥无味的化学知识
与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生活实物相联系。 

2.教学方式生活化  
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开展学习活

动。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课程的教学需要。教师
要尝试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探究学习。如，在讲“化学反应与能量转化”时，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初步熟悉教学内容，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
在此基础上，教师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开展探究实验：取一支
试管，里面装入 3g～4g 固体硝酸钾，然后用铁夹直立地固定在
铁架上，并用酒精灯加热试管.当固体的硝酸钾逐渐熔化后，取
一块小豆粒大小木炭投入试管中，并继续加热.过一会儿，就会

看到小木炭块在试管中的液面上突然地跳跃起来，一会儿上下跳
动，一会儿自身翻转，好似跳舞一样，并且发出灼热的红光.有
趣的实验，使学生迅速融入课堂.教师再将这个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实验原理揭示出来，就能使学生对学习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的目标。 

这也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一种学习方式。   
三、高中化学教学生活化的实施策略  
1.课堂内外联系教学  
化学虽然是一门自然基础学科，但它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

通，化学离不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离不开化学。如学习氯水的
漂白作用时，把一朵鲜艳的红玫瑰放在一个盛有溶液的瓶子中，
结果，红玫瑰变成了“白色”，让学生探究这个溶液是什么溶液。
这个实验也可以这样进行：神秘地告诉学生，我把红玫瑰放在氯
水里，“鲜花会褪色”。多数学生会持有惊讶的表情，怀疑的神色，
于是，引发他们动手实验验证，也激发他们探究的兴趣。   

2.热点渗透联系教学  
信息媒体是目前与人们生活联系 紧密的沟通方式，空气质

量、食品质量是目前人们 为关心的问题。航空、军事、高科技、
经济等各个领域无处不见化学科学的踪影。如果教师能够紧紧抓
住热点问题，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解释清楚他们关心的热点问
题，解除学生心中的困惑，让学生明白只有学习好化学，才能解
决更多社会和生活问题，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成为更有价值的
人，他们就会越来越热爱化学这一学科。 

3.专题教学联系生活  
生活化探究教学，应体现生活化。高中化学源于生活、运用

于生活。如对于“物质的量――摩尔”教学时可以利用教室里的
纯净水，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计算纯净水的分子数。这一问题，
无疑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他们探究的欲望，使学生把宏
观物体和微观粒子联系起来，从而这一难点被攻克。再如，学习
“胶体的性质”时，引入生活中制陶的实例：在制陶时，常遇到
陶中含有 Fe2O3（三氧化二铁）而影响陶瓷的质量，你能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吗？又如引导学生观察探究：豆浆里加入石膏或者
盐卤可以凝聚成豆腐，在建筑施工中，如果在水泥里加入石膏能
调节水泥浆的硬化速度等。这些实例，无一不体现生活化的原则。  

结束语 
总之，实施生活化教学就是在教学中把学生课堂学习的间接

经验与现实生活的直接经验联系起来，构建学生感兴趣的生活课
堂，让学生在生活世界中体验，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掌握知识、
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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