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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学学科具有抽象性和微观性的特征，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高中化学课程内容复杂，抽象性强，含有的元素符号和公式也很

多，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学生的学习难度。高中化学教学应适应素质教育改革的要求，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和创新。全面运用情境教学

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注意力，也有助于教师高效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在情境教学活动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确保学

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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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的

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课程改革的前提下如何做好化学教育

教学工作，就要求我们教师在进行化学知识的讲授时，要运用生活化教

学手段引导学生完成化学知识的探索，形成实践性、研究性的学习，要

让学生能够真正体验到化学知识所起的作用，本文以高中化学为研究对

象，重点分析情境教学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运用。  

1 情境教学及其特点  

1.1 情境教学的内涵  

情境教学就是在情境化的环境中让学生认识和感受到学习知识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让他们认识到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一些实际问题。当学生产生这些认识时，学习的意义性也就产生了。我

们可以从简单通俗的角度对情境教学进行定义，那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通过有目的地创设一些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场景引发学生的认知

体验和态度，从而使学生对教材内容有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情感。  

1.2 情境教学的特点  

1.2.1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教学实际活动中，教师通过创设或引

入一些情景，从而将学生引入认知的矛盾中，通过对具体情境的分析找

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以此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

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主观情绪和自己所认知到的客观世界的

经验有机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即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结合体。  

1.2.2 形象性和抽象性的统一。在化学教学中教师通常要借助化学

实验让学生展示一些化学理论和一些物质的性质，因此学生在教师所设

定的情境中结合当时的视觉、听觉，以及教师的语言描述就能将一些抽

象的知识和现象形象化，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可以说化学情境

教学就是形象性和抽象性的统一。  

1.2.3 真实性和虚拟性的统一。在情境教学中，教师创设的情境有

些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紧密相连，而有些情境则是无法观察和触摸的，

只能通过教师的虚拟展示实现。一些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的化

学物质，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得以体验和感悟，但是对于一些

化学反应的实质是物质的微粒发生有效碰撞，以及构成物质的原子和分

子等都是无法观察到的，这就需要借助一些多媒体设备向学生展示，这

种情境就是虚拟的。  

2 高中化学教学中创设教学情境的方法  

2.1 利用实验创设情境  

在实验中学生的好奇心会得到极大的调动，能够增强探知欲望，从

而使课堂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水点灯”这个实验就是用胶

头滴管第一滴水在点燃的酒精灯的灯焰上。这个实验本身就很容易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实验结束之后由于和自身已有的认知发生矛盾，就会引

发学生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学生就可能会认识到水能用来点灯肯定

是灯焰中存在某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燃烧之后的产物是什么又会引

发学生的一连串思考。教师可以紧接着这个实验继续设计产物的检验试

验，从而将实验情景贯穿整个教学。  

2.2 利用生活实际创设情境  

“情境教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情境中

获得情感体验，并培养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在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

通过呈现与化学相关的生活情境，就能让学生体会到化学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

新闻和报纸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化学物质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的报

道，教师可以通过这些真实存在的案例引发学生的思考。例如，关于苯

酚污染事件的报道：有一天早晨，流入鄱阳湖的一条小河旁的养鸭专业

户，发现他的鸭子全部无精打采，细看河水，有大量的死鱼和少量的“白

色污水团”。专业户及时报警，有关领导和专家及时赶往现场，经检验是

苯酚污染所致。为保护下游的国家自然保护区，政府一方面火速调运 50

吨化学药品，另一方面追查污染源，其原因是上游化工厂发生苯酚泄漏

事件。  

通过这个真实存在的新闻报道，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如苯酚的结构

是怎样的？苯酚具有哪些化学性质？如何检验污染物中含有苯酚？如何

消除苯酚的污染？学生在这样的引导下就会思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

身上自己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减少损失，等等。利用生活实际创设情境

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综上所述，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确保学生学习的

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运

用情境教学，不但能够提高高中化学教学的质量，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高中的化学知识与日常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这更突显

了情境教学的重要意义。高中化学教学在方法和理念上还需要不断创新，

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化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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