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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化教学方式在提高学生学习化学兴趣的同时，还发挥着促进学生主观能动性形成的作用，而在传统课堂中管理方式的愈加科学、
传授内容的愈加精巧、教学手段的愈加先进，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学生学习的欲望和积极性。因此，教学回归生活化的任务已经成为
教师教学过程中亟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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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情境创设生活化 
创设教学情境能够为课堂提供更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对激发

学生的学习欲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1 基于生活热点话题，让学生积累更多生活常识 

导入环节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关键环节，教师在运用各种有效的教

学策略时，利用生活中常见的新闻热点或现象与教学内容相互联系，可

以让学生积累更多的生活常识。在教学中以这些生活情境为教学背景能

够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学习中感知学习化学的乐趣，

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例如，在教学“燃烧与灭火”这节内容时，

化学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 2014 年江苏省发生硬脂酸粉尘爆炸事故、2015

年江苏常州一化工厂爆炸的现象、两个甲苯类储罐爆燃造成现场黑烟滚

滚、2019 年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发生的森林火灾。面对这些生活中的热点

问题，教师提出问题：“如果你是一名消防员，面对爆炸、着火的情况，

你们该怎么办呢？”这种形式的导入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动机，

还提高了学生自身的学习注意力。这样学生通过想象生活中的情境，在

探索的过程中掌握化学知识，提高了化学知识的应用水平。 

又如，教师应用多媒体对 2018 年 8 月 23 日“神州十号”载人飞船

升空的场景进行回顾。教师提出问题：“火箭上升的速度需要满足多少才

能具备强大的推动力？”然后学生利用各种网络平台查找相关的资料并

进行探讨：“火箭上升的速度应该是在每秒 8 公里才可以；面对这么快的

速度，火箭外壳和大气经过时间的摩擦就会产生较高的温度，其温度高

达几千度。”当学生探讨之后，教师针对火箭需要承受这几千度的高温气

流，向学生提出问题：“火箭制作的材料属于什么材质呢？”这时导入“金

属的冶炼与利用”这节内容，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纷纷对课

本的内容进行查找。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增加了学

生的知识储备和探索能力，加深了学生的记忆。 

1.2 利用故事、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例创设教学情境 

以小故事作为开题不仅能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还能够点燃起学

生的学习热情。初中学生面对较为复杂、抽象、逻辑性强的化学知识会

感到很吃力，因此利用小故事进行讲解能够帮助学生更好了解化学现象。

例如，在教学“奇妙的二氧化碳”这节内容时，教师基于生活中的真实

故事进行讲解，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意大利的北部有一个山谷，

当人们穿越山谷时，牵着的小狗就会莫名的死亡，而人却没有事，但是

当人蹲下抱小狗的时候，就会倒地死亡，因此被称之为‘死亡之谷’。同

学们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不是感觉到很困惑，事实上，人们经过多次

的实验，证明山谷中聚集着很多二氧化碳气体。”这时学生纷纷对这个故

事进行小组探讨，为学生之后开始学习二氧化碳的知识、了解二氧化碳

的性质做了很好的铺垫。 

又如，北方的一些家庭为了能够防止冬天把蔬菜冻坏，而将这些蔬

菜密封在一个严实的地窖之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农民伯伯想要进入地

窖，需要在室内点燃一根蜡烛，当蜡烛可以正常燃烧时，就可以下去搬

运蔬菜，相反则不能进入地窖。这时教师以此为契机，组织学生探讨这

种现象发生原因，并讲解关于二氧化碳性质相关的知识。由此可见，运

用生活中的小事例进行讲解，不仅能够创设更加轻松的教学情境，还能

够更好地达成教学目的。 

2 教学内容贴近生活化 
教育源于生活，因为有了生活的存在，才会形成丰富、生动、有趣

的教育素材。因此，教学内容需要在反映初中生需求的同时，还能够帮

助学生寻找出生活世界中相关的教育主题和内容，从而让学生在体验生

活、感受生活的过程中，增强对生活的热爱，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从而让课堂真正回归生活。同时，还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只要让学生在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就能发现很多化学

知识。例如，长辈们经常用食盐水选种子，其原理是什么呢；铁门上为

什么要涂一层油漆呢；生活中污染 大的有哪些；油漆对于人和环境的

危害有哪些？面对这些生活事例，教师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学，

可以带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一方面，在观摩农业技术员的操作后，通

过技术员的细心讲解，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寻求答案。另一方面，当学生

近距离观察后，不仅能够理解盐水配制的原理和计算方法，还实现了灵

活应用物质密度解决实际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目标。由此可见，当学生

进行自主的实践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明白生活化教学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从而显著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3 作业布置生活化 
教学形式中作业环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

初中学生，很容易产生厌烦的不良情绪。同时，这一阶段学生的各项基

础知识处于巩固的阶段，只有让他们喜欢上作业，才能对之后的学习生

活或学习习惯的培养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将化学作业与社会生活实

际联系，能够让学生通过社会时间或生活实践巩固化学知识，培养发散

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在讲解水的净化这节内容时，教师不再让

学生根据课后习题做作业，而是布置一个动手作业，即利用生活中常见

的物品自制一个净化装置，其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深刻认知，

巩固过滤和蒸馏实验操作的技能，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

生健康饮水和节约用水的意识，使其真正体会化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

应用，提高初中化学的教学效率。 

4 结语 
通过在实践中合理的应用生活化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还让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联系更加紧密，进而将所学的化学知

识应用现实生活问题中，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灵活应用能力，这

对培养新时期社会人才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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