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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生活情境，培养初中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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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标准包含了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目的是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真实状态，使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

紧密结合，从熟悉的材料和现象开始初中化学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达到学习的目的。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化学

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有效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本文探讨了情境教学法的具体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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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进课堂

的。在日常生活和以往各种形式的学习中，他们已经拥有了

有关的知识经验，且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学生通过

一定的情境，通过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

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知识。因此，创设合适的情境有利于

教学的开展，情境的创设主要应是基于教学的需求，而不是

复制教材内容，它的创设既要激发学生的情感，又要引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初中

生化学核心素养的提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借助于

真实的生活情境。本文就创设情境的策略进行了探究。

一、重视趣味性的情境创设，诱导学生的思维

化学源于生活。因此，化学中的很多内容都和生活息息

相关。在课堂上，我们可以将化学知识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紧

密结合，以创设一些真实的生活情境。这样既能让学生认识

到学习化学的意义，又能帮助学生运用化学知识去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问题。教师通过将生活中有趣的现象和化学知识进

行结合，既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又能让学生在心理上获

得满足，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教授人教版九年级化学“生活中常见的盐”时，

为了能让学生较快地进入到教学情境中，同时也能更好地掌

握盐的相关知识，教师设计了如下情境：在菜市场上，小明

看到一个人正在将鸭蛋进行加工，要将其制作成松花蛋。小

明对松花蛋的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小明上前问那

个人，制作松花蛋需要哪些原料以及它的制作方法。可是，

那个人只告诉了小明制作松花蛋的原料，并没有告诉他具体

的制作方法。因此，小明只能搜寻相关视频。接着，教师给

学生播放松花蛋加工的视频。看完视频后，教师在实验室中

借助于一些加工的原料制出了松花蛋加工的浸出液，然后让

学生思考里面的成分。

通过引入这样的生活情境，学生可以边观察、边思考、

边合作探究，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整堂课获得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激发和锻炼，其化

学素养明显提升。

二、选择良好的时机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的思维

在教学中，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要进行情境创设的。

教师要充分把握好进行情境创设的时机，做好新旧知识的衔

接，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思考。通过情境创设和主动思考，

学生既复习了旧知识，又从旧知识中获得了新知识，使学习

能够前后衔接，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

例如，在探究物质的酸碱度时，教师可以创设这样的情

境：让学生想一想在生活中都有哪些物质给我们留下过酸的

感觉。这时候，学生会列举出生活中很多带有酸味道的食物，

如橘子、酸奶、西红柿、糖醋鱼等等。然后，教师可利用幻
灯片给学生展现一些带给人们酸的体验的食物，让学生思考
这些食物的酸性强度是否是一致的。接下来，教师便可进行
实际操作，将白醋进行稀释。之后，教师让学生思考白醋稀
释前和稀释后的酸性强弱。这时，教师可向学生提问“使用
什么样的方法去测量酸性的强弱呢”，从而引出本课的学习重
点，即 PH 值的测量方法。之后，教师可再提出问题：1. 为
什么稀释前后白醋的 pH 值不同？ 2. 在测定溶液 pH 值时，
pH 试纸能否润湿？为什么？

以生活中的物质作为情境创设的基石，教师再结合相关
的化学实验，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中，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也锻炼了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三、把握情境创设的节奏，发展学生的思维
思维活动是人对某个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本质进行思考的

过程，通过分析、观察、概括等一系列的环节构成。为此，
要想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需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进
行思考。这样才能确保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发展。在教学中，
教师的教学速度如果过快，甚至满堂灌，将会影响到学生的
思维训练与发展。比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因为需要教学
的内容过多，课堂时间又有限，迫于这样的压力，教师往往
急于求成。在创设情境时，教师虽然做到了将化学知识和生
活实际相结合，但教师在提出问题后，并没有给学生充足的
时间思考，往往只是稍作停顿，然后自问自答。这就使得创
设的生活情境流于形式，忽略了情境所能带来的价值，更没
有好好利用情境中的例子来培养学生的思维。学生思考的问
题与创设的情境没有任何关联或没有连续性，这就使学生的
注意力和思路被打断，从而影响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这些情
况都是教师在基于生活情境的化学课堂中应该避免的。

简而言之，化学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为此，教师应
将化学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创造现实生活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效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的化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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