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8 期◆版本 1.0◆2019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4 

Education research 

初中化学生活化教学“三部曲” 
 

秦颖 
廊坊市第九中学 
DOI:10.32629/er.v2i8.1973 

 

[摘  要] 初中化学教学如何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启迪学生自致其知,把握课前导入、课堂探究、课外延伸生活化教学“三部曲”

至关重要。课前引入源于生活事例,使学生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认识问题；课堂上引导学生通过生活经验探究知识点,立足于

问题学习化学知识；最后指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际,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学科素养的

目的。 

[关键词] 初中化学；生活化教学；三部曲 

 

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

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由此可见,生活是教育的源泉,

教育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化学教学亦是如此,生活是化

学教学的肥沃土壤。在化学教学中将课堂学习与生活实践相

结合,使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与生活牵手同行,让化学教

学在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通融中前行,已成为集众家所长

的有效教学方法。 

1 课前导入生活化是激发学习兴趣的前提 

叶圣陶说：“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

导”。课前导入有酝酿情绪,渗透主题以及带入情境的作用。

因此,课前导入能否激发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决定了

一节课的成败,更决定了相机诱导的效果。化学知识蕴藏于

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教师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捕捉。从学

生熟知的生活经验出发,创设学生感兴趣、符合教学内容的

情境导入课程,可以增添新鲜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望,使他们感受到课堂的活力、吸引力,进而对化学课堂产

生亲切感、眷恋感,学生才能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教师才能捕捉时机、创造条件,循循

善诱,帮助学生在发现生活、感受生活的过程中理解、掌握、

运用知识点,使其真正受到启迪。 

例如《燃烧和灭火》的教学片段： 

老师：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很火的电视节目——《爸爸

去哪儿》,同学们一定都看过吧？ 

学生：看过！ 

老师：下面我们一起观看一段《爸爸去哪儿》中的视频

片段,看看这些明星爸爸做了什么,并思考视频中的干草为

什么没用火柴点燃就能燃烧起来？(播放《爸爸去哪儿》中

钻木取火视频)。 

学生：观看视频并思考,说出自己的想法。 

老师：及时鼓励学生,引入新课。 

学生在带着问题观看兴趣十足的《爸爸去哪了》中关于

燃烧的视频片段后,马上就趣味盎然,沉浸在快乐的学习气

氛中,好奇心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本节课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顺理成章形成。同时,为后续知识点的学习打下了伏笔,

让学生对燃烧条件和灭火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学生对

化学变化观也有了初步认识,知道化学变化需要一定的条件,

遵循一定规律,认识化学变化的本质是有新物质生成,并伴

有能量的转化,同时提高了证据推理能力,知道可以通过分

析、推理等方法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构成要素及其相

互关系,学科素养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形成。 

2 课堂探究生活化是理解掌握新知的关键 

化学课堂教学设计要围绕教学内容着重从化学知识与

生活实际的联系出发,深入挖掘教材中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情

景元素,使学生对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课堂教学活动作

为在课堂这一特定环境中进行的特殊活动,是认知活动、情

感活动、意志活动的有机统一。对此,在课堂教学中,以生活

化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通过生活经验主动探究知识点,在探

究中了解知识原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等,使学生从中悟

出化学知识的生活意义和使用价值,从而激发学生探究的热

情和动力。同样在讲《燃烧与灭火》这节课时,设计了一个

“我是小小消防员”想方设法来熄灭蜡烛火焰的环节。首先

让学生从生活经验入手想办法,同学们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说出了吹灭、用水浇灭、湿布盖灭、剪断烛芯等多种方法。

教师再相机诱导,让学生讨论每种灭火方法对应的是破坏了

哪个燃烧条件？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要求同学们从破坏

燃烧条件的角度思考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灭火？有的学生想

出二氧化碳可以灭火,教师再引导同学们找出生成二氧化碳

的反应,学生自然而然的设计出在盛有燃烧蜡烛的烧杯中加

入碳酸钠,再滴入盐酸的实验方案来熄灭蜡烛,由一名同学

上台完成演示实验。老师趁热打铁,给学生介绍不熟悉的灭

火器原理,观看扑灭棉布、油气、实验室精密器材、图书等

火灾的视频,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整个探究过程

巧妙地融合生活元素,以“激趣”导入,以“设疑—探究”为

过程,层层激趣,步步设疑,共同探究,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

主体的新课程理念,学生的创新能力、探究能力、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 

在讲复习课时可以创设如下的情景：小明妈妈是个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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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周末妈妈给小明提出一些生活化学化的问题。(1)早晨

起床后发现是雾霾天气,妈妈问小明空气的成分有什么？这

样的天气主要污染物是什么？怎样防治空气污染？(2)中午

做饭时,妈妈蒸馒头时碱放多了,问小明用什么办法挽救？

什么原理？吃饭时饭桌上摆了馒头、红烧肉、鸡蛋汤,让小

明评价今天的食谱是否科学？还需要加个什么菜？(3)吃完

晚饭后,小明拿出最爱的汽车模型擦拭,妈妈问汽车模型的

车体、座椅、轮胎、装饰贴纸分别是什么材质的？分别属于

什么材料？有什么化学性质？(4)晚上,电视报道有居民楼

发生火灾,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妈妈又问燃烧的条件是

什么？泡沫灭火器的原理是什么？若你是小明的智囊团成

员,你能帮他解决吗？通过模拟一个个真真切切的生活画面,

并设计一系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实验,巧妙的将学生融入

到生活化的课堂,学生的学习兴趣立刻被调动起来,让枯燥

的复习课堂也能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在激发学生探究热情的

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将化学知识与实践应用有机结

合,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化学学科素养。 

3 课外延伸生活化是提升实践能力的途径 

生活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学习课堂,教师还应该注重创设

大课堂情境,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寻找问题,诱导学

生对身边的所见所闻发生联想。广泛的、深度的学科实践活

动可以帮助学生深化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学科实践活动是指

学生参与的以实践为主要形式的学科学习活动。它具有两个

特点：一是学生有直接体验,二是学生有操作行为。实践活

动的对象直接指向生活世界,主要有学科实验与社会调查两

种。实践活动既能把课堂中所学学科知识与学生实际生活联

系起来,以加深他们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激发其学习兴趣；

更能培养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旦

所学的东西被派上用场时,学生求知的劲头会更大,跃跃欲

试的愿望会更强烈,对于延伸课堂、激活知识、提升能力具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此时教师的行为应是充分相信学生的探

究潜能,鼓励他们进行实验、猜测、推理、创造等活动,也就

是指导学生“搞研究”。 

为有效推进学科实践活动,我校组建了“化学部落”活

动小组。主要利用业余时间组织课外活动。它既是对课堂教

学的补充,也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比如,在学习空气后,布置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网上查阅资料了解雾霾是一种什么样的

空气污染物,对环境有哪些影响,结合实际总结治理雾霾有

哪些方法,并设计出调查问卷,到小区展开调查并普及环保

知识；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外书籍、上网查阅资料学习相关

知识,选择生活中合适的仪器,设计一些趣味实验,并通过小

组合作的形式完成实验探究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观察思考

及动手能力。例如在讲完碱的化学性质后,学生利用矿泉水

瓶、熟鸡蛋、输液管、小药瓶等生活用品设计了几套验证二

氧化碳与氢氧化钠反应的装置；开展有关氧气、二氧化碳、

塑料的利与弊辩论赛,学生的参与度很高,取得良好效果。从

实际生活应用引导学生进行的科学实践探究活动,让学生在

提高实践操作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学生搜集处理信息、获取

新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能力,不仅使

学生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初中化学课堂生活化教学“三部曲”,利用生活化元素

从课前导入、课堂探究、课外延伸三个层面有效打通课堂教

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界限,让多姿多彩的生活实际成为化学

知识的源头活水,使学生始终保持对生活和自然界中化学现

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彰显了化学课堂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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