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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高中化学教学过程中，微课也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

并呈现出十分良好的应用效果。由于高中化学教学中实验教学占据特别

大的比例，通过实验教学能够使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使学

生培养出科学精神和自主探究精神，微课在教学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使学生在观看微视频的过程中，可以自己得出结论，针对实验方法和操

作上的不足也可以有效改正。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和研究微课在化学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建设性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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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课是一种比较新兴的教学资源类型，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备受瞩目，在各类教学实践中都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
用。当前微课的理论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和充实之中，在高中化学
课程实践中，要有针对性的结合高中化学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
个性化特征，有针对性的设计好相关的微课课程，这对于学生学
习效率的提升和教师教学成果的体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
且能够针对高中化学的教育资源质量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让
学生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从而形成自主
探究能力，使自身的化学知识素养得到根本上的提升。 

1 微课的主要特点 
微课的教学时间比较短，通常一个教学视频在 10 分钟以内，

所涉及的教学内容比较少，主要是针对重难点以及核心知识点来
进行教学和讲解。另外，微课资源的容量比较小，可以进行反复
的评课、反思和研究，有效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同时，微
课资源的组成呈现出情景化的特征，更利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
动，使教学主题更加突出，内容更加具体。通常情况下，微课的
问题来源主要是教育教学的具体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者是生活
和教学过程中的反思，重点强调，更加注重学习的策略性以及教
学方法的独特性和有针对性。微课教学更加体现出因材施教的教
学原则，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相对应的设计和创作，让成果更加简
化，可以进行重复的传播，反馈更及时，更有效的提升学习效率
和教学效果。 

2 微课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2.1 确保化学教学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通过微课的形式进行

突破  
化学知识有着高度抽象性的特征，特别是在微观世界中，学

生难以用想象来理解，因此很多学生对于化学在充满兴趣的同时
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于接受，然而，有针对性的结合学生的特点，
通过微课教学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找准突破口，使学生自身的探究
欲望得到充分激发，确保化学课堂能够更生动有趣。例如在“物
质微粒”此章知识的讲解过程中，微粒观是学生的重难点问题。
通常情况下学生对于氧分子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对于氧氢分子化
合成为水分子，则有些无法理解。针对这样的情况，化学教师可
以通过微课的形式，形象生动的把水的电解反应展示出来，这样
能够让学生更生动直观的观察到水的电解反应，在分子、原子等
相关因素的不断变化中，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微粒，这样也可以
把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转化成为趣味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使微
课的优势得以更充分的展现。 

2.2 微课可以使实验教学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充分展现实验
素材 

在中学化学的实践内容中，实验课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很多化学实验可能产生有毒害的气体或者带有十分明显爆
炸、腐蚀性危险性的物体，这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化学实
验教学的开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让学生在化学
实验中通过微课链接的形式进行危险性实验的展示，这种教学方
法在取得良好教育效果的同时，也能保证安全性和启发性。例如，
在“酸碱指示剂”教学环节中，因为硫酸的腐蚀性特别强，一旦

稍有疏忽就会对皮肤或者物品造成极大的损伤。针对这样的情
况，教师可以通过微课的方式有效规避学生接触危险试剂，微课
在展示环节中有比较清晰的音响效果，能够把酸碱度的反应声音
进行形象的展示，学生可以通过声音进行酸碱度的判断，这样可
以使实验课程更有趣味，同时也进一步加深知识记忆。 

2.3 碎片化特征让学生对于化学知识能够更好的复习和巩固  
在微课的特点中，有十分显著的知识碎片化特征，不同的知

识点都会形成辐射，这样能够进一步有效突出知识的分解与整
合。微课短小精悍，能够让学生对于知识的重难点、题型、考点
以及易错点等相关方面有更深刻直观的认识，尤其是对于碎片
化、点状的知识分布，能够形成更加完整的知识网络，使学生在
化学的学习过程中事半功倍。同时，微课课程也有着十分典型的
循环播放的特点，教师可以把微课上传到网络平台，学生借助互
联网的作用随时随地开展自主学习，有针对性的结合自身的学习
进度、难点等相关因素来进行自主选择，使微课内容为自身学习
服务，并对知识进行巩固，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2.4 客观应用微课教学，避免化学课堂全盘“微化”  
微课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和认可，

然而，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微课的应用价值，
要着重把握微课只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辅助工具，不能完全的
把传统的课堂进行取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教师也不能随波逐
流，一味的追求潮流，而把中学化学课堂全盘微化，更不能为了
应用微课而应用，要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进行
有效的应用，把相应的错误教学观念进行剔除，使微课体现出应
该有的效果，使教学预期得到有效实现。在具体的教学环节要因
势利导，因材施教，根据合适的内容来选用微课的形式，在微课
的制作和设计过程中要把握好重难点，进一步突出知识的闪光
点，建立起各知识点的有序衔接，在 大程度上有效规避学生因
为碎片化的学习知识而对问题产生割裂。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
要体现出微客互动性的特征，增强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化学教
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结语  
综上所述，有针对性的对于微课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等

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从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微课是当前中学化学教学过程
中十分新兴的创新教学方法，对于课堂教学能够起到十分显著的
辅助作用，使学生更及时有效的掌握化学知识重难点和学习方
法，更大程度上提升学习效果，相关的化学教师要进一步设计和
创作好更有效的微课，熟练掌握这一工具，使化学课堂得到更有
效的优化，为构建高效化学课堂不断探索全新的微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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