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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概念被越来越广泛的提及，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是高中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

先分析了高中化学实验中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意义，即互联网+化学实验的模式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然后重点探究了

高中化学实验教学应用“互联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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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教师应注重对实验技术的改革，

并利用新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水平。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教师

需要对学生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有机整合。因

此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对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创新策略进行探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互联网+化学实验”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首先，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教师利用网络设备工具，如手机和计算

机的形式提高讲课效率，节约课堂讲课时间。在化学实验课堂教学的开

展前，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多方面地收集与实验有关的数据信息，让学生

通过网上学习平台对实验有关的化学公式进行预习和探究，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可以使学生对化学实验内容有初步的了解。 

其次，在化学实验的开展环节，通常学生的课堂实践活动包括两方

面，其一学生学习相关实验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其二，学生进

入实验的实际操作步骤，利用实验仪器进行实验活动。教师在此过程中，

利用“互联网+化学实验”的技术手段例如，智能投影仪、笔记本电脑和

交互式信息平台可以对实验的具体步骤和操作方法进行科学且明确的细

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高中化学知识。 

后，在化学实验的结束环节，教师利用“互联网+化学实验”的教

学模式可以有效巩固实验课堂的教学成果，教师可以将学生的实验结果

记入网络数据库，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比较分析，得出 优的实验结论。

教师也可以利用 PPT 或是 EXCEL 表格的形式将试验结果进行展示，以此

发挥“互联网+化学实验”的教学方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2 高中化学实验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教学策略 

2.1 利用微课视频形式，启发学生学习兴趣 

大量教学实践经验表明，微课的授课形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利用微课视频的形式开展高中化学实验，

是教师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积极创新化学实验教学策略的伟大尝试，

教师通过把实验的全过程通过视频微课程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可以

增加高中化学教学的高效性，进而提高课堂的讲课效率。随着实验课程

的推进，微视频可以随时更新，学生在开展实验活动时，通过对微视频

课件的观看和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化学实验的有效展开，进而提高学习

化学实验的兴趣。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铁的吸氧腐蚀”的实验中，教师就

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开展实验活动，以此提高学生学习

化学的兴趣和参与化学实验的积极性。由于铁的吸氧腐蚀有一个过程，

在实验室进行相关的实验验证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所以教师可以把实

验的步骤做成动画演示课件，在课件上设置超级链接模块，通过超链接

的形式把铁吸氧腐蚀的现象进行分解演示，以此加深学生对该现象的生

动化认识。 

2.2 使用三维立体动画，理解抽象的化学概念 

高中化学实验有些比较直观而有些又相对抽象，教师可以利用互联

网的技术手段将抽象的化学概念或分子结构进行三维立体动画的直观演

示。这就需要高中化学教师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技术，掌握相关的 Flash

制作软件知识。 

例如当教师讲述“石蜡油分解实验”时，可以先组织学生在实验室，

利用酒精灯、试管、碎瓷片、石棉等化学实验用具和装置，对石蜡油的

分解过程进行实验，首先用酒精灯加热分解石蜡油，并观察现象，其次

将产生的气体导入高锰酸钾溶液中，并观察现象。 后用排水集气法收

集试管气体，并将气体点燃观察现象，进而引出乙烯分子结构的教学。

在该化学实验的过程，教师可以利用 Flash 动画，还原石蜡油燃烧分解

的全过程，进而将抽象的化学概念具体化。 

2.3 利用互联网技术，完善实验小组合作形式 

高中的化学实验具有多人参与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在实验过程中开

展小组合作学习。在小组合作中，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实践

能力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不同于以往的合作学习方式，高中实验具

有技术方面的难度，因此需要学生利用网络和信息化的工具，开展实验

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实验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也应利用互联

网技术，例如交互式学习白板，增加学生对实验过程的生动化认识。教

师和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通过对互联网技术的充分利用，提高了合

作交流意识，也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进而提高了化学课堂的学习效

率。 

3 结论 

综上所述，高中化学教师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通过微课视频的

形式，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复杂抽象的化学实验中，通过使用三

维立体动画的形式将抽象的化学概念具体化，加深了学生对实验的有效

了解。在化学实验小组中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学生之间进行合作交流，有

效地提高了化学实验的教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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