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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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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优先发展教育也是我国处在经济社会的首要任务。现代社会已经进

入信息化时代，教育也不能离开信息技术，离不开发达的网络环境。对于现在的教育背景，教育工作者需要合理使用现代的

信息技术和网络知识，让它们在教育体系中发挥最大效用，让教育变得普及变得方便。利用信息技术应用在初中化学里，让

学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学习初中化学知识，使学生改变对传统化学的看法，让学生喜爱上化学知识。鉴于此，本文对初中化

学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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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突破化学教学重难点

化学教学中有很多重难点知识，化学涉及到的原理、概
念较多，内容比较抽象。比如，原子、分子都是构成物质的
微观粒子，但看不到也摸不着，相对而言较难理解。传统的
教学方式想让这些知识形象化存在一定难度，致使教学效果
较差。教师如果利用信息技术结合图像、声音等，把原子、
分子形象地展示出来，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进而调动学生感
官系统，调动学习积极性，从而解决教学的重难点问题。
（二）能够增加课堂容量

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可以把重要的知识通过视频或者 ppT
课件展示出来。这样就能节省课堂中教师写板书和等待学生
记录板书的时间。教师还可以借助网络共享一些教学资料，
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更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拓展学生
的眼界，加快课堂节奏，活跃课堂的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课堂的信息容量。
（三）有助于创设生活化情境

化学的很多知识都来自于生活。学生学习化学的目的也
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为生活和生产服务。因而，在化学教学中，
教师要学会将化学知识与生活相结合。这就需要教师创设一
定的教学情境。信息技术在创设生活化情境上具有一定的
优势。

二、初中化学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策略
（一）丰富教学内容

教师通过对信息技术的熟练应用，节省了教师在课堂上
板书和绘图所浪费的时间。多媒体信息技术的高速度和方便
性，让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大量的知识。多
媒体信息技术还可以提供图片、音频、动画等多种展示方案，
对比于传统的讲课，学生将会通过视觉和听觉双方面接受知
识，图片显示比语言描述更生动、更真实，起到了吸引学生
认真听课的作用。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教师可以
在一堂课内讲解多个知识点，多媒体信息技术帮助教师加快
课程进度，同时因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独特性，还让学生的
学习效率得到提升，用途范围广的多媒体技术容易吸引学生
们认真听课，学生们对学习的态度会更加重视。多媒体信息
技术也为教师减轻压力，学生们学习也变得更加轻松。
（二）突破重点 难点
化学中不仅存在肉眼可见的化学现象，还存在不可见的

物质变化，这类知识在学过程中晦涩难懂，是学生学习化学

的困难点。
例如，学生在刚刚接触到“分子的结构”中的章节知识

时，由于只有教科书上的图片，学生不能更好地理解分子的
形成过程，教师在讲解这章时也能感觉到明显的吃力。信息
技术进入化学课堂后，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作为教学用具，
通过多媒体的辅助演示，向学生展示分子的形态和分子结构，
让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微观粒子的运动轨道，把抽象的概念变
成具体的图像更方便学生理解。
（三）优化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主要包括演示实验与操作实验两个部分。在进
行演示实验时，教师经验丰富，且操作熟练，大多是一气呵
成地完成演示，学生只能简单地看到最终结果，但很难把握
实验过程中的各个细节。此外，一个教师通常要面对几十名
学生，无法保证每一名学生都能认真仔细地观察实验，可如
果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则能将细节清晰地展示在多媒体上，
教师也无需一心二用，详细为学生讲解知识即可。同时北学
实验本身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师生带来一定的
危险。以“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为例，蜡烛燃烧时的火焰
分为外焰、内焰和焰心，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蜡烛摇曳时忽
明忽暗，学生很难对三层火焰进行细致观察，如果贸然凑近
火焰，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教师可以用动态影像
来演示这个实验，过程中可以将火焰进行放大，让学生更加
直观地理解整个实验过程。“浓硫酸的稀释”，这个实验通常
不建议师生操作，因为浓硫酸其有强烈的腐蚀性，危险度比
较高，而且在稀释时会放出热，使水立即沸腾，进而造成硫
酸滴液向四周飞溅。但如果通过动态影像来进行实验展示，
既能确保师生的安全，也能让学生直接观察到硫酸滴液飞溅
的瞬间，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整个实验过程的印象。

三、结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

普及率越来越高，教师应树立起高度的工作责任意识，锻炼
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技能，并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注重总结
教学经验，加快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教学水平，以推动现代信
息技术与初中化学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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