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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活化理念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方收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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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基于生活化教学理念的初中化学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步掌握化学学习的技能，

并在提高知识的同时发展其学科能力。基于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探索以生活化理念为基础的初

中化学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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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化学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一）强化学生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能力
开展基于生活化的化学教学，是为了有效地强化学生对

日常生活的观察能力。传统的化学教学大多是以灌输式教育
为主，缺乏对学生生活实践的关注。这般“填鸭式”教育方
式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其很难对化学学科形成稳定
的注意力与兴趣。因此，教师可以从日常生活入手，将化学
教学生活化。
（二）充分建立学生对化学实践的体验
初中生的好奇心很强，也很乐于动手实践体验过程的快

乐。教师如果一味地进行理论教育将遏制学生的好奇心与兴
趣，使其对化学学科产生厌烦等消极情绪。将化学教学生活
化，既可以通过简单的化学测验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又能
让学生在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体会化学的趣味。
（三）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逻辑
化学是理科学科中的一门，学生不仅需要记住诸多的理

论知识，也要培养起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是针对化学
反应发生的条件，可能产生的化学物类型，生活实际中哪些
现象是用化学知识来解释的等内容，都可以用化学逻辑思维
来解释。化学教学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更能培养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探究基于生活化理念的初中化学教学实现路径
（一）紧密结合身边生活的物质要想让化学教学生活化，

教师就要紧密结合学生生活，让学生从身边熟悉的事物出发，
学会观察生活，总结生活中的化学内涵。首先，教师可以围
绕学生生活实际，展开激发学生兴趣的话题。

例如，教师可以以“你我身边的化学”为主题，与班级
学生探讨日常生活中与化学学科相关的内容，如“铁锅为什
么会生锈”“灭火器的原理是什么”“自热米饭为什么能加热”
等，这些都是生活中常常出现的问题。如果缺乏教师的正确
引导，学生常常会忽略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也很少自发地产
生与化学间的联系。这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进奇幻的化
学世界，与学生一起探讨生活中的化学实例，让学生产生恍
然大悟的感觉，这就是引导学生了解化学的第一步。在探讨
的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阐述自
己的观点，从而充分了解学生的思路，为教学工作的有效展
开提供条件。
（二）灵活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
与高中化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初中化学涉及的知识更加

侧重基础，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更多关注
化学学科的趣味性，以及化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例如，在教学化学之初，教师可以以“铁锅生锈”为例，
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观察自家使用的铁锅，首先观察铁锅是否

生锈，其次生锈后该如何处理，让学生自己动手尝试解决。
有了这方面的一些感性认识，那么在化学课上，教师就可针
对这一问题进行提问，如“谁家的铁锅生锈了？”“那你怎么
解决铁锅生锈的问题呢？”“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铁锅就不生
锈了？”等，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提问方式都是为了培养学
生思考问题的逻辑思维。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总结问题等思路来展开，对任何问题的探究都是通用的。这
一过程既能让学生明白金属在生活中可能会发生氧化反应，
同时新形成的氧化物质与某种物质反应能够发生变化，又能
使其养成良好的、缜密的逻辑思路。在这种教学方法开展的
过程中，学生也会增强对身边事物的敏感度，更容易发现生
活中细枝末节的小现象，从而主动地向教师提问，这更有利
于教师化学教学工作的开展。
（三）给学生提供动手锻炼实践的机会
化学知识相对抽象，若单凭理论讲述，很难让学生产生

准确的想象。例如，木条在空气中、氧气中燃烧的现象，如
不让学生动手操作，学生将很难理解燃烧会出现“耀眼的白
色火焰”，而“白色火焰”具体是什么现象，没有亲眼见过的
描述总是苍白的。因此，教师要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综合考
虑实验存在的危险性，设置能够让学生独立操作的化学实验，
让学生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化学，体会化学学科的乐趣。再
如，在教学“溶解”一课时，教师可以准备高锰酸钾溶液、
花土、食用油等材料，同时准备装有相同体积水的量杯，让
学生将适量的准备材料倒入量杯中，静置几分钟后，观察杯
中溶液发生的现象。高锰酸钾溶液会与水混合，形成透明的
新液体；而花土溶于水中，形成了具有颗粒悬浮的悬浊液；
食用油不溶于水，形成了小油滴浮于水上，加入洗洁精振荡
后，形成的油滴仍悬于水中的乳浊液。动手实践的过程能大
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的关注力，引发学生对某一现
象的思考。教师只有赋予学生更多思考与动手实践的空间与
机会，才能促进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

三、结 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奇心是所有天才的必备品质，如

果学生对某件事有极大的兴趣，他们只会有去探索和研究的
动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利用各
种化学现象的发生，尤其是颜色变化和体积变化的反应，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学习化学理论知识，在生活中找到
化学的乐趣。同时，教师应以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加
强学生化学逻辑思维的培养，促进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提高，
为以后的深入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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