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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学教学要在人类文化背景下构建化学课程体系，充分体现化学课程的人文内涵，发挥化学课程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

本文提出了化学“情思”课堂生态应充盈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气息，彰显、尊重和理解学生个性的独特发展的意蕴，结合教学实践从平等、交

流和融入的角度阐述了构建化学“情思”课堂生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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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学要在人类文化背景下构建化学课程体系，充分体现化学课

程的人文内涵，发挥化学课程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因此，

化学学科的教学只有充分认识化学课程的人文性、生命性和复杂性，才

能建构起“强大、丰富、共生的‘独一整体’”，才能形成关注情境、情

商、情感、思辨、思维、思想，追求 “情思碰撞，情思激荡，情思相融”

的“情思”课堂生态，才能让课堂尊重个体差异，彰显人性魅力和生活

气息，充满科学理性和生命关切。因此，化学“情思”课堂的生态应该

是师生互动、心灵对话、砥砺成长的“一方池塘”，是激发潜能、张扬个

性、展现学生自我魅力的“一团火焰”，是师生人生旅程中一段重要的生

命经历。 

1 化学“情思”课堂生态应充盈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气息 

杜威说过：“生活即教育”。斯宾塞提到“教育是为了完满的生活”。

化学课堂要结合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将要经历的社会生活实际，引导学生

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参与

意识和决策能力。”因此，化学“情思”课堂生态要努力为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搭建沟通科学理性与生活实践的桥梁，还课堂教学以生活本色，

使学生在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沟通、体悟、理解与认同中感受到生命的

崇高，学会生存，促进个性发展。例如，在进行元素及其化合物相关内

容的教学时，要从元素及其化合物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创设真实的

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在进行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教学时，不仅要

让学生理解概念和原理，而且要发展学生应用基本概念和化学基本原理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化学是一门中心的、实用的

和创造性的科学，能形成对化学学科价值的认同，消除对化学的误解与

疏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2 化学“情思”课堂生态应彰显、尊重和理解学生个性的独特

发展 

人本主义教学观认为：学生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个体。教育以育人为根本，

教育的原点就是让学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同时也是 本

质和 高的价值与目标。然而，当下的化学课堂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过分追求高效和高分，学生主体只是公开课上的“昙花”，学生的个性发

展被无形抹杀、遮蔽。新课程背景下的化学课堂生态要强调传授知识、

启迪智慧、点化或润泽生命的融合，彰显、尊重和理解学生个性的独特

发展。 

2.1 化学“情思”课堂生态系统中学生必须是第一要素，平等是促

进个性发展的基本前提 

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独一无二、有生命尊严的个体。每一个学生

的想法和头脑中的表象都相互碰撞、呼应起来的“交响乐”的本身，乃

是教学的 大妙趣所在。教师化学课堂生态系统中平等的首席，学生却

是第一要素，通过平等地对话、交流与评价，会让学生的人格跟健全，

真真实实地享受到生命的尊严。站在教育的神坛，高高在上，目中无人，

只会让师生间产生隔阂与冷漠，谈不上回归学生的现实生活，珍惜和尊

重个体差异，不可能做到为学生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奠基。因此,化学“情

思”课堂生态应致力于学生独特个性的发展，应从多元智能的视角，密

切关注学生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需要和困惑，努力

让学生从应试教育的桎梏和羁绊中彻底解放出来。  
2.2 化学“情思”课堂生态应努力践行自主、合作与探究，交流是

促进个性发展的通行证 

自主就是给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体现，是对学生

个体差异的尊重，是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合作包括生生之间、师

生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合作。合作学习可以让学生在合作中学会倾

听，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会宽容和沟通，学会协作、分享和表达。

探究不仅是学生学习化学的基本方法，而且是教师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

重要途径。“限时讲授、合作学习、踊跃展示”三点基本要求是对课堂生

态 好的诠释。  

例如，在进行 Fe2+和 Fe3+的相互转化的教学时，首先要求学生从氧

化还原的视角自主分析相互转化的本质，寻找相应的试剂，设计实验方

案，小组交流，完善方案，小组合作与小心求证，展示交流， 后归纳

总结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这样的化学课堂生态，学生在活动中充分自

主，真情投入；教师认真倾听，抓住关键时机进行适时指导。师生互动

合作、心灵对话，在对话中生成，在生成中引导，在引导中感悟。这样

的化学课堂生态时刻闪耀着师生个体知识经验、智慧、情感、态度、价

值观与教学目标之间的互相交汇碰撞的火花，彼此经历了曲径通幽、柳

暗花明，解决困惑与收获成功与惊喜的探究体验，充满鲜活的人性。 

2.3 化学“情思”课堂生态要充满发现的喜悦和爱的交融，融入是

促进个性发展的关键环节 

化学“情思”课堂是师生双方共同经历的一段发现之旅，彼此行板

如歌，认知和思维的触角不断深入，情感不断碰撞、变化、共鸣和升华，

所以融入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关键环节，课堂教学中通过共同分享发

现的喜悦，达到爱的交融与升华，为学生实现个性发展的目标打开了关

键的一步。师生在融入过程中形成的“零距离”，使学生亲近、信任教师，

教师给知识注入生命，知识因此而鲜活；给生命融入知识，生命因此而

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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