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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以“生活化的课堂导 入”“生 活 化 的 知 识 讲 解”“生 活 化 的 作 业 布 置”三 个 方 面 入 手，围

绕初中化学生活化教学发表了个人认识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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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化教学是指 立 足 于 学 生 已 有 的 实 际 生 活 经 验 开 展

的有针对性的教学，其优势在于能最大限度上调动学生的学

习热情，促使他们在熟悉的生活现象中实现对所学知识点的

深刻理解，因此受 到 了 教 育 者 的 广 泛 青 睐。以 下，笔 者 仅 结

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就初中化学生活化教学进行初步的

分析与探讨。
一、借助生活化的课堂导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我们初中化学教育 工 作 者 应 当 想 方 设 法 做 好 课 堂 导 入

工作，以求在上课一开 始 就 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使 得

他们对学习内容 充 满 强 烈 的 了 解、探 究 欲 望。这 其 中，借 助

生活现象进行课堂导入便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
如，在教学“爱护 水 资 源”这 一 节 内 容 时，笔 者 并 没 有 直

接向学生灌输具体的知识点，而是首先利用多媒体为他们播

放了一组图片：大量的生活垃圾堆在河边，含有农药、化肥成

分以及未经过处理的农业用水、工业废水源源不断地被排入

到水体中，水体变得 污 浊 不 堪……这 些 图 片 触 目 惊 心，但 其

所反映的场景却真实地发生在学生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是他

们颇为熟悉的内 容。因 此，待 到 图 片 播 放 完 毕，便 有 不 少 学

生主动询问笔 者“有 没 有 好 的 方 法 能 解 决 水 资 源 污 染 的 问

题”，趁势，笔者便向学 生 点 明 了“爱 护 水 资 源”这 一 主 题，并

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回应。由此可见，贴合生活的课堂导入使

得学生对“爱护水资源”这 一 学 习 内 容 形 成 了 浓 厚 的 学 习 兴

趣，而这 显 然 为 他 们 学 好 这 一 节 内 容 奠 定 了 良 好 的 情 感

基础。
二、借助生活化的知识讲解深化学生学习认知

初中化学是学生接触化学学科的开始，其知识点虽然相

对较为简单，但也不乏 一 些 较 为 抽 象 的 知 识 点，这 对 于 正 处

于由直观思维向抽象 思 维 过 渡 的 初 中 学 生 来 讲 显 然 具 有 一

定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初中化学学科的教学效率始终难

以得到有效提升。但 借 助 生 活 化 的 知 识 讲 解 却 能 有 效 扭 转

上述不利现状。
对此，笔者感 受 颇 为 深 刻。例 如，在 讲 授“燃 烧 和 灭 火”

这一内容时，涉及灭火 的 三 种 基 本 原 理：降 低 温 度 至 着 火 点

以下、使氧气与可 燃 物 隔 离、移 开 可 燃 物。为 了 帮 助 学 生 深

刻地理解这一知识点，笔者为他们列举了生活中的一些灭火

现象：
妈妈 炒 菜 时 油 锅 着 火 了，这 时 她 立 马 盖 上 了 锅 盖，神 奇

的是原本燃烧的火被迅速扑灭了，这是因为盖上锅盖的做法

隔绝了空气，起到了灭火的目的；
据新 闻 报 道，某 地 居 民 楼 发 生 了 火 灾，前 来 救 援 的 消 防

员用水枪成功灭火，这是因为水可以使燃烧物温度达到着火

点以下，因此起到了灭火的目的；
森林 发 生 火 灾 时，消 防 员 会 快 速 设 置 隔 离 带，这 种 做 法

是使森林中的 树 木 与 可 燃 烧 区 隔 离，同 样 能 够 起 到 灭 火 的

目的；
……

这些 现 象 都 是 初 中 阶 段 学 生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见 的，因 此，
借助这些现象，学生不仅得以深刻认知现实生活与化学学科

的紧密联系，树立起端 正 的 学 习 价 值 观，更 重 要 的 是 他 们 透

彻理解了“降低温度 至 着 火 点 以 下”“使 氧 气 与 可 燃 物 隔 离”
“移开可燃物”这三个灭火原理，真正起到了一举两得的良好

教学效果。
三、借助生活化的作业布置发展学生综合能力

知识 来 源 于 生 活，最 终 又 回 归 于 生 活，这 就 要 求 初 中 化

学教师不仅要挖掘学 生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化 学 资 源 辅 助 进 行 教

学，还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所学到的化学知识灵活自如

地运用在实际社会生活中。
对此，笔 者 在 自 身 的 教 学 活 动 中 进 行 了 积 极 的 实 践，反

响异常良好。如，在学 习 了“水 的 净 化”这 一 部 分 知 识 之 后，
笔者便向学生布置了一项别具一格的作业：自由结合学习小

组，以小组为单位结合 课 堂 所 学 的 知 识，利 用 生 活 中 常 见 的

物品区分硬水和软 水。这 一 作 业 不 同 于 以 往 单 纯 做 题 的 死

板形式，因此，学生的参与热情及完成积极性也格外高涨，在

小组默契配合下，他们总结出了如下三种区分方式：
肥皂法：往水中分别加入适量肥皂水，产生泡沫少、且含

有大量浮渣的 为 硬 水，有 大 量 肥 皂 泡 沫 且 基 本 无 浮 渣 的 为

软水；
加热法：取适量水加热，锅底白色固体较多的为硬水；锅

底无白色固体或白色固体较少的为软水；
自然蒸发法：找一片干净、干燥的玻璃片，在玻璃片的不

同位置分别滴入两滴 不 同 的 水，待 其 自 然 蒸 发，白 色 残 留 物

较多的为硬水，较少的则为软水。
在完成生活化作业的过程中，学生们的化学素养及其与

人沟通协调的能力均得到了明显的锻炼与发展，而这显然为

其综合能力的提升与进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综上所述，生活化教学模式的恰当运用之于初中化学教

学确实存在着诸多突出优势。为此，我们初中化学教育工作

者应当在掌握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积极挖掘学生现实生活中

蕴含的丰富化学教学 资 源，如 此，才 能 在 提 升 化 学 学 科 教 学

效率及质量的 同 时，促 进 学 生 化 学 综 合 素 养 的 更 好 进 步 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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