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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可视化教学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叶　萍　周卫坚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贞白中学　江西　上饶　334600

摘　要：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飞快，信息技术已经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得到渗透和普及，包括对教育领域的改革。初

中是学生进行化学学习的启蒙阶段，这一时期学生是否有学习兴趣、学习方法是否恰当，都影响着学习效果的呈现，也对他

们今后的进一步深入学习影响深远。可视化教学作为一种信息技术支撑的现代化教学手段，逐渐成为教育领域探索研究的热

点，文章就以此为背景，探索可视化教学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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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已经越来越重要，人们对教育的

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于教学的方式，教师们也是费尽了

心思，在化学方面也是一样。在快节奏发展的当今社会，传

统的文字承载信息方式慢慢演变成图表、视频等可视化的传

达方式，这也影响到了教育领域的教学方式改革。在初中化

学教学中，采用可视化的教学方式，能够便于学生的理解，

使学生都可以参与进课堂中，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门知识，

化抽象为具体，提升学生的内在兴趣和学习动力，从而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发挥可视化教学的优势，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
兴趣

化学在初中的学习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其知识

晦涩难懂，学生很容易出现抵触心理，不愿意学习化学，最

终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这个阶段的学习关乎着学生

今后对于化学的整体学习，因此首要目标必须是培养学生的

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教师要充分发挥出可视化

教学的优势，每次化学课前，教师讲述一些生活中与化学密

切相关的现象并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用动态的方式，激

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同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进行一些简

单的实验操作，有些化学实验没有明显现象，教师可以查找

一些实验中人眼看不到的微观粒子的变化过程的视频或动画，

让学生感受化学的奥妙，由此产生对化学的兴趣，激发学生

的积极性，让学生自行感受化学，探索化学世界，进一步体

会化学的奇妙。初中阶段的化学学习，学生掌握的大多是基

础的知识、一些简单仪器的认识和应用、一些简单的化学方

程式的书写，以及一些简单实验的原理，教师在提升学生对

化学的兴趣这方面要下足功夫，让更多学生在学习化学方面

产生动力，感受到更多的乐趣。例如，学习分子和原子时，

分子和原子都是微小的粒子，肉眼看不到，可以指导学生阅

读教材中的图。让学生感受到分子和原子确实客观存在。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体会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可以让学生亲手

摸一摸一些常见分子的模型，如水分子、氧分子、氨分子和

二氧化碳分子等分子模型，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将这些分

子模型拆分，再重新组合，让学生感受原子是单个的，原子

一旦粘在一起，就构成了分子。再例如，学习酸碱盐之间发

生的复分解反应时，复分解反应的条件是生成物有沉淀或有

气体或有水生成。可以通过动画展示出酸碱盐之间反应的离

子的交换，生成了沉淀或气体或水，通过对比反应前后离子

种类的变化，得出复分解反应的实质是两种离子间的反应，

有新物质（沉淀或气体或水）生成。通过奇妙的实验探索，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兴趣，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出

了溶液中离子共存的题型，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书写

有关复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的能力。

二、师生互动

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的教

学方式可以让学生参与其中，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可

视化教学的特点就是可以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知识，使得学

生学习起来更方便，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研究表明，在整

堂课程当中，很少有学生会全神贯注地保持学习的状态，因

此，互动式教学与可视化的教学可以最大限度地让学生的参

与融入课堂中去，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不拘泥于文字表述

方面，能够让学生更加熟练掌握知识，对每一个知识点都有

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并形成一个思维导图，对于以后的回忆

是非常方便的。同时，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更能带动班级里

每一位同学对于学习化学的热情，让班级里每一位同学参与

进来，带动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从而促进可视化教学的进

一步推动。例如，教师在讲解化学变化的实质时，以氧化汞

分解成汞和氧气为例，可以请四个同学上台表演，其中两个

男同学手持书写“Ｈｇ”的卡纸，两个女同学手持书写“Ｏ”

的卡纸，他们分别代表了汞原子和氧原子，一个男同学和一

个女同学肩靠肩，表示一个氧化汞分子，构成的两个分子，

分子间有间隔。然后在加强热的情况下，氧化汞分子分解成

汞原子和氧原子，两个女同学重新组合，肩并肩结合成新的

分子———氧分子。两个男同学没有肩并肩，而是有一定的

距离，还在不停地运动。这样就把肉眼看不到的微观化学变

化实质以表演的形式，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学生更喜欢这

样的上课形式，更容易突破这节课的教学难点。也能让学生

更好体会，汞这种物质不是由分子构成，而是由原子直接构

成，而且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形象地把化学变化的实质表现

得淋漓尽致。

三、教师引导或演示实验教学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学习化学过程中，

会有许多的实验要做，在化学实验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实验

的现象，印象才能更深刻，对于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才能更

好，实验对于化学这一门学科来说很重要，实验结论也是由

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得来的。学生需要掌握基本实验操作，这

需要教师做演示实验或引导。刚开始学习化学时，首先教师

要为学生演示实验，并把操作的过程制作成一张流程图，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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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根据教师演示的，自己操作一遍。教师要起到引导和辅

导作用，对于学生每一步的细节和注意事项都要加以强调，

并及时纠正学生在操作中出现的错误，最终把实验的过程以

视频的方式播放出来，让学生对实验细节加深印象。在化学

这一学科中，需要学生不断地接触实验，课堂上教师为学生

演示各种各样与课本相关的实验，同学们需要自己不断地摸

索、思考，同时伴有各种各样的实验操作。在化学学习过程

中，实验操作能力特别重要，这也就需要学生有良好的动手

能力，只有自己不断地动手操作实验，才能真正地观察到实

验的现象，牢固地记在心里。如果仅仅依靠教师课堂上演示

的，自己也只能是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而可视化教学手段的

应用，通过各种图表的演示，锻炼学生学习思维，让学生了

解各种各样仪器的使用，对化学实验有一个系统的认知和了

解。同时要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让学生亲身感受实验

中的每一个环节，学校配备相应的化学实验室和实验器材，

让同学们去接触、去探索、去感知。在实验教学中，有些实

验没有明显现象，教师可以借助数字化教学把看不到的实验

现象可视化。

四、与生活内容相结合

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上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弊

端，让学生对化学知识停留在书本层面上，难以有效拓展和

延伸。而现如今利用可视化教学，创设新情境，以动态的方

式能够使得学生提高参与度，提升对分析化学理论知识的兴

趣，而且还能够通过教师的指导纠正以前的错误理解方式，

形成自己一种独特的思维结构，这给学生学习化学奠定了一

个良好的基础。例如，在学习第十一单元《课题 1 生活中常

见的盐》时，可以播放一段有关生活中妈妈在家里做馒头的

视频，某同学一进厨房看到妈妈在做馒头，靠近发酵后的面

团说：“怎么这么酸呀？”妈妈拿起一包白色粉末，包装上写

着“纯碱”。妈妈对儿子说“加了纯碱就不酸了”，儿子又问

“纯碱？是氢氧化钠吗”？蒸完馒头，妈妈拿出两个大小不同

的馒头，大的馒头加了纯碱后疏松多孔，而且不酸了，小的

馒头没有加纯碱，硬硬的，而且还是酸的。该视频从学生比

较熟悉的生活情境入手，很快就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可

以设问：“这位妈妈加的碱是氢氧化钠吗？”学完新课，学生

就懂了，蒸馒头加的不是氢氧化钠，而是纯碱，是碳酸钠。

总而言之，可视化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已经逐

渐普及到不同学段的课堂教学当中。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来，

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可视化教学模式的应用下，学生

的积极性能够得到极大地调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

和互动频率也明显增加，学生作为课堂主体的地位得到最大

突显，个体也散发出自信与魅力。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

教师要不断对可视化教学进行开发和利用，在创新中推动教

学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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