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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学与生活联系紧密，学生所学习的化学知识 终也将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高中化学展开过程中以生活作为合理切入点能够

引导学生发散自我兴趣，这也是提高整个化学课堂进行效率的有效方法。伴随着新课标理念的不断融入，教师应该在化学课程展开过程中从

打造生活情景、提升创新能力、解释生活现象出发。活化整个化学课堂，指导学生运用科学眼光去分析问题。让学生在生活问题验证过程中

获取化学知识， 终完成自身能力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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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化学课程教学的难度，很多学生在升入高中之后对于化学学习

也会出现不小的抵制态度。这样的教学模式是不利于学生进行发展的，

教师也应该了解学生在高中化学课堂上的具体表现情况。以生活作为出

发点，将化学知识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学生提起对于化学学习的

兴趣，完成化学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化。高中阶段的化学教师应该指导学

生从生活去切入化学问题，获取属于自我的独特经历。实现书本知识向

实践能力的转化，促使学生在化学课堂上完成全面提高。 

1 打造生活化化学课程教学情景 

化学知识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基于新的课程改革理念，高中

化学教师应该在化学课堂上创造生活化情景，以此来拉近学生与化学知

识的实际距离。这能够帮助学生感受到自然学科以及社会生活的实际联

系， 终优化学生的整个化学学习过程。 

例如在教学《臭氧》这一课程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化学知识来解释

雨天过后空气清新的相关原因。原来雨水可以冲刷掉空气中的尘埃，而

在闪电时空气中的小部分氧气也会发生化学反应转化为臭氧。臭氧则具

有一定的杀菌消毒功能，由此整个空气也会变得十分清新。教师应该不

断去发现生活中的教学素材，通过素材拓展寻找化学知识与生活的合理

切入口。又如在教学《乙醇》这一课程时，教师就可以设计专门的假酒

中毒事件教学情景，使学生探寻假酒中的甲醇含量并从生活角度去探索

假酒中毒事件的根本原因。通过这一系列的探究性活动，教师可以提高

学生在化学课堂上的整体学习兴趣。通过生活情景创设，将一些难懂的

化学知识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展示出来。化理论知识为实际经验，通过情

景展示升华整个化学课程教学。教师应该着重激发学生的化学学习热情，

通过情景创设来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活化化学课堂，提升学生能力。 

2 注重化学实践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高中阶段正是学生创新能力养成的关

键时期，在这一阶段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该勇于探索适合学生发展的

新型教学道路。通过不断创新实现化学知识的生活回归，鼓励学生在化

学课堂上自主发现自我思维， 终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 

抓住实践环节升华化学知识教学，将化学问题生活化，以此来提高

学生在化学课堂上的整体判断能力。而在展开高中化学时教师也要树立

学生正确的化学学习取向，以此来发展学生的化学应用意识。例如平常

教师就可以要求学生以生活中的物品进行课外科技制造，并阐述其中的

化学知识。在教师的指导之下，学生大多都会在化学课堂上自主制作相

关的实验道具并掌握这些道具中所蕴含的化学知识。例如在教学《醋酸》

这一课程时，教师就可以在教学这一课程时要求学生回家之后拿醋酸去

涮一下水壶，看看会发生什么反应。学生回家之后通过实验操作也发现

了水壶中的水垢都被醋酸给溶解了，教师借此再在课堂上引入醋酸与水

垢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化学知识。这样的实际操作

过程会让学生在学习课堂上以更广的知识面去了解知识，为学生后期发

展过程打下基础。 

3 应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 

化学是一门认识世界，了解自然的有力武器。高中阶段的化学教师

应该寻找到化学知识与生活的合理切入点，帮助学生在化学课堂上自主

探索知识， 终解决生活中的应用问题。教师应该注重学生对于化学课

程学习的理性感知，让学生品味到化学与生活的时代联系。 

体验化学的内在应用价值，并鼓励学生通过自我分析来了解实际问题。

这能够化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终提升学生在化学课堂上的整个探

索精神。例如海绵铁就是一种水处理介质，它具有一定的环保特征能够用于

各种锅炉水去氧。教师在教学该种物质时可以提出问题，让学生分析海绵铁

除氧的基本原理。经过实践讨论之后，学生也大多产生共识――当溶解的氧

气通过海绵铁时海绵铁会与氧气发生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絮状物， 后通

过操作人员进行操作取出。这样一来，通过一个生活问题创设，教师一下子

就培养了学生在化学课堂上的实践应用能力。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化学课堂

上思索生活问题，加强化学知识与生活的内在联系。 

4 总结 

高中阶段的化学学习对于学生的整个发展成长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教师应该把生活化的化学教学模式应用在新型的化学课堂上。根据学生

已有的生活经验帮助学生引入知识，让抽象问题生动化。提供学生真实

的相关环境，切实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以此来完成学生的学习拓展。

同时，教师更要注重课堂有效模式的展开，利用好情景创设与生活问题

来提高化学课程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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