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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化学的生活化情境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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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初中教育体系中，化学是一门较为特殊的自然类学科，初中化学与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教师需要改革教学的

方法策略，积极引进情境教学的方法，设置和学生日常生活相互贴切的化学教学情境。帮助学生学习好化学，提高他们的化

学成绩。因此，本文分析了初中化学生活化情境教学策略，以供广大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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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life-based situational teaching 
of chemistry in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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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system，chemistry is a relatively special natural subject，and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fe. Therefore，teachers need to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actively introduce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and set the settings and students' daily life. chemistry teaching situation. Help students learn chemistry well and 
improve their chemistry grades. Therefo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al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emistry life in junior high school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majority of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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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中学化学课程体系中，初中阶段是化学学科知

识学习的入门阶段，由于学生以往没有接触过相关的知识，

加之化学学科知识本身比较多，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特

别是在“讲授式”教学模式下，初中生的主观思维受到了严

重限制，容易使他们失去学习化学知识的兴趣，无法促进他

们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革新传统落

后的教学模式，推广和应用生活化教学、情境教学等新型教

学手段势在必行。

一、初中化学生活化情境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化学学科综合素养

化学新课改要求，在教学中不仅要提高学生对化学基础

科学知识的掌握，还要培养宏微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

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识、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等核心素养，让学生在习得化学学科基

础知识的同时，获得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等，形成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绿色生活的良好品德。

而生活情境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结合学习需求针对文章内容进行情境再现，丰富教

学资源，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同时，促进对知识的理解和

消化，提高化学学科综合素养。

（二）有利于实现学以致用教学目标

教育教学最终的目的：实现学以致用。在传统的化学教

学中，都是以教师讲为主，以文本为核心，而忽视了学生学

习能力的培养，导致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出现不知所以、

不会解决的局面。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教学与生活的

脱节，而生活情境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旨在围绕生活

实际，结合文本内容设计真实有效的生活场景，在探索生活、

观察生活的过程中，使其结合化学知识点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既可以实现学以致用教学目标，又可以构建生活与化学的桥

梁，促使教学资源、学习内容更加丰富，端正其学习态度。

二、初中化学的生活化情境教学策略

（一）创造生活情境，促进化学思维发展

概念是初中化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好化学

的基础。但是，在以往教学中，对于化学抽象概念，都是通

过读、死记硬背展开的学习，学习效果和学习积极性非常低。

故此，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化学思维品质，可以在解读概念的

时候，创造生活情境，促使抽象概念学习具有趣味性、直观

性，在贴近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情境引导，激发自主探究学

习兴趣。

例如，在教学“常见的酸和碱”化学内容时，在认识中

和反应的时候，为培养学生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素养，使其

认识化学反应在生活中的应用，促进学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提高初中化学概念质量。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为学生播放日常生活中，农业和工业上常常采用熟石灰

来改良酸性土壤和处理酸性废水的视频，在观看生活的基础

上，让学生从化学角度，结合化学所学知识点思考其中的原

理是什么 ? 随后为其准备氢氧化钠与稀盐酸，让学生进行酸

碱反应实验，在氢氧化钠溶液中滴加酚酞后溶液显示什么颜

色 ? 随着滴加盐酸，颜色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 在实验探究的

过程中，让学生书写其中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分析中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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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使其认识中和反应的应用原理，学会运用中和反应

来解释有关生活实际问题，如用氢氧化钠溶液洗去石油产品

中的残余硫酸。在探索化学反应变化，创造生活情境的过程

中，加深对化学抽象概念的认识，在概念教学法的基础上，

扩展课堂教学范围，培养化学守恒思想。

（二）创造生活情境，培养科学探究素养

实验作为初中化学教学的核心内容，通过实验探究可以

促使其认识化学本质，培养动手操作能力，而生活情境，在

实验探究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有效落实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让学生认识生活中的化学实验，使其学会运用实验探究生活，

既可以培养科学探究素养，又可以端正学习态度，使其形成

良好的道德品质。通过生活情境在实验教学中的融入，提高

实验积极性。

例如，在教学探究“物质燃烧的条件”化学内容时，主

要是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认识物质燃烧的条件，总结灭火

的方法，建立安全用火意识，培养健康生活、绿色生活良好

品德。因此，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培养科学探究素养，在

教学的时候，可以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在课件中播放日常

生活中燃烧造福人类和燃烧给人们带来不幸的视频，结合生

活实际导出此次所学内容，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让学生就

自己对燃烧的认识进行交流沟通，在探讨生活、认识生活的

过程中，引导其对生活进行提问、思考，在这些燃烧事件中，

物质燃烧的条件是什么呢 ? 从而引出此次所学实验内容，以此

为项目主题，以组为单位，让学生小组就以下实验进行同步探

究。在创造生活情境的基础上，激发自主实验探究兴趣，让学

生小组就项目实验进行探究，观察其实验现象进行记录分析，

最后回归生活，让学生说一说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如何自

救 ? 根据燃烧的条件，在发生火灾时，有什么方法可以灭火。

在探究实验、探究生活的过程中，让学生能够有所应用，提

高科学探究，树立科学态度，培养社会责任等综合素养。

（三）巧用生活化教学情境，导入化学新知

在构建符合核心素养培养要求的高效化学课堂时，课堂

新知导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奠定整堂化学课教学基

调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化学新知导入的方式与方法比较精

彩，则可以有效激发初中生的求知兴趣，点燃他们对将要学

习的化学新知识的探索和应用热情，也有利于更好地引发学

生的情感共鸣，帮助他们回忆已学习过的化学知识，并构建

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保证他们的学习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

从而为后续的初中化学教学做好铺垫。而生活化教学情境创

设则是立足于良好化学学习情境与氛围的创设，非常适宜引

发初中生的情感共鸣。但是，在创设生活化情境时，教师需

要紧密结合初中生现有的体验与感受，灵活地选择一些贴近

初中生自身“最近发展区”、且具有很强时效性与趣味性的生

活化素材来导入化学新知，力求所创设的生活化教学情境可

以使初中生产生亲切感的同时，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使他

们可以快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探索欲与动手欲，这样可以

为后续的有效课堂构建做好铺垫。

（四）巧用生活化教学情境，突破学习难点

在开展初中化学课堂教学时，由于化学教材中的知识点

众多，尤其是其中还包括许多抽象性比较强的化学知识点，

这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为了帮助学生快速突破这些

化学知识学习的难点，教师同样可以灵活、巧妙地应用一些

生活化的教学情境，调用学生头脑中已经积累的丰富生活经

验和化学知识，有机联系现实生活与社会，使他们可以结合

这些实际的化学问题，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及自身有

效的学习活动等来降低自身学习这些化学知识的难度，最终

利用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来帮助学生快速突破化学知识学习

的难点与瓶颈，提升他们整体学习的有效性。

例如，在“走进溶液的世界”的教学中，为了使初中生

对“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等核心化学概念形成深刻的认

识，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自己从家里带一些常见的

用具，如汤匙、透明玻璃杯以及适量的白糖等，之后指导他

们自己动手泡一杯白糖水，并引导他们对一杯水中是否可以

溶解无限多的蔗糖进行仔细的观察。在学生发现白糖加到一

定量的时候，玻璃杯的底部就会出现白糖沉淀后，教师就可

以告诉学生此时水杯中的上层溶液就属于饱和溶液，并让他

们结合这一现象来给饱和溶液的含义进行自主界定。这时候，

大多数学生会觉得饱和溶液实际上就是不能继续溶解某种溶

质的溶液，却容易忽视其概念界定中涉及的温度与溶剂这两

个条件。此时，教师可以继续为他们提出如下思考问题：“如

何将所配置的饱和白糖溶液变成不饱和溶液？”让学生结合

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开展操作。这时候，有的学生会说通过添

加水（溶剂）或加热的方式都可以使其变成不饱和溶液。通

过这种生活化问题情境的创设，可以使学生意识到饱和溶液

的概念需要对一定的溶剂与温度这两个影响因素进行提前规

定。由此，利用这一生活化情境的创设，可以帮助学生快速

理解与掌握这部分化学知识学习的难点。

（五）巧用生活化教学情境，拓展知识应用

在新课程背景下，初中化学教材的内容更加契合素质教

育的理念与要求，增加了“调查与研究”以及“课外实验”

等部分的化学内容，非常契合新课标提倡的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或者说，为了全面提升初

中生的化学核心素养，教师必须拓展化学知识的应用，鼓励

和指导学生将自己所学的化学知识大胆地应用于现实生活实

践或社会生产活动，这样可以通过知识的拓展应用来使学生

深刻意识到化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更有利于培养

学生热爱化学和生活的良好情感。

结语：综上所述生活化情境是构建有效化学课堂的一个

重要路径。在将生活化教学情境融入初中化学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侧重导入化学新知、突破学习难点和拓展知识应用

几个方面，科学创设生活化情境教学方案，力求不断提升初

中化学课堂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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