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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学情境创设策略

摘　要：文章针对“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学情境创设”进行分

析和研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策略和方法。具体来说，文章提出了深入

挖掘教学内容创设探究型教学情境、结合学生生活经验创设生活化教学

情境、融合传统文化元素创设发展型教学情境等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帮

助教师掌握高效创设教学情境的方法和技巧，更快适应新高考改革趋势，

为学生设计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案，以满足教育改革和学生个性化学习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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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新高考改革工作也在

稳步推进。新高考更侧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

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高中化学教师应顺应时

代发展的趋势，在认真解读新高考内容及考试真题

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自身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是近年来高中化学教师比较常用的新型

教学手段之一，尤其是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

教师综合参考课程标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

生学情，创设了多元化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更加

真实生动的环境氛围中产生学习化学知识和技能的

兴趣，大大提升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一、深入挖掘教学内容创设探究型教学情境

高中化学教材针对学生高中阶段需要掌握的

重难点知识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涵盖了理论和实践

操作的相关内容 [1]。高中化学教师可以将教材中

收录的教学内容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围绕特

定的主题和教学重点整合课内外资源，利用这些教

学资源为学生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使学生能够得

到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探

索和学习。高中化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一定的独特

性，不能完全依赖于理论教学，还需要与实践操作

相配合，才能确保学生得以充分理解教学内容。为

此，高中化学教师需要将各方面教学资源有效整合

在一起，基于化学实验操作创设探究型教学情境，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效

果 [2]。以高中化学教材中“氯及其化合物”为例，

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时可以针对“氯气的实验室制法 

氯离子的检验”等知识点进行挖掘和分析，整合相

关素材和资源，为学生创设探究型教学情境。

一方面，教师需要深入解读课程标准及教学

内容，明确科学合理的学习目标，即引导学生通过

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探究等途径，掌握实验室制备

氯气的装置选择、具体流程和方案；要求学生能够

独立完成实验室制备氯气的实验；引导学生在理论

学习和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实验对认识和研

究物质性质的重要作用及对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培

养自身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学习氯离子检验实验

的相关内容，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氯气对环境产生

的影响；要求学生掌握常见的离子检验方法，能够

借助这些方式针对物质组成提出合理的假设；能够

通过深入的学习培养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科学探

究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等核心素养。

另一方面，基于上述教学目标，教师针对“氯

气的实验室制法”这一教学主题设计了融合情境

教学法的实验探究教学方案。第一步，教师根据

教材中给出的关于舍勒将浓盐酸和软锰矿混合生

成氯气的相关内容引出实验室制作氯气的知识点。

教师在多媒体平台上为学生播放了相关的实验视

频，使学生对实验室制作氯气的流程和原理有初

步了解。之后，教师鼓励学生小组讨论和交流视

频中实验室制备氯气的反应原理及反应特点，进

行总结。这一环节中，教师基于教材内容在互联

网上搜集了相关的视频资料，同时利用多媒体平

台展示在学生眼前，为学生创设多媒体教学情境，

使其能够更加直观形象地观察实验效果，分析和

总结实验过程中涉及的反应原理和效果。第二步，

教师鼓励各小组选派代表论述本组总结的知识点。学

生根据教材内容和实验操作视频，总结出实验室制备

氯气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材料是浓盐酸和软锰矿，实验

条件是加热，生成物是氯化锰、氯气和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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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是 。 

根据这一实验原理可以判断该实验属于氧化还原

反应，其中二氧化锰是氧化剂、氯化氢是还原剂，

当两种物质在混合加热的条件下进行反应，可以

生成氯气。学生在分析和讨论过程中的收获基本

上已经解决了实验室制备氯气的基本问题，初步

完成了部分教学目标。第三步，教师鼓励学生思

考讨论实验室内除了能够利用二氧化锰和浓盐酸

进行反应之外，还可以用哪些物质生成氯气。学

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搜集了一些

资料，通过分析可行性总结出“可以使用相同条

件下氧化性强于二氧化锰，且能够氧化浓盐酸中

氯离子的其他氧化剂进行实验”这一结论。由于

学生在上一个环节已经了解了浓盐酸和二氧化锰

反应制备氯气的原理、材料和现象，因此在判断

其他物质用于实验室制备氯气可行性时有了准确

思路。可见，教师利用多媒体情境 + 问题情境的

方式，可以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结合学生生活经验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结合学生生活经验创设教学情境是最基本的

要求，高中化学教师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时也需

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上思考，将其日常生活经历和

现实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事物融入教学活动中，以

便拉近学生与知识点之间的距离，实现降低高中

化学学习难度的目标 [3]。此外，教师为创设生活

化教学情境选择的元素应与教学内容充分契合，

不能出现形式化的特征，否则会产生反效果。为

了确保生活化教学情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高中

化学教师还应注意教学情境的趣味性，确保教学

情境能够有效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得以积

极踊跃参与教学活动，探究关于高中化学的相关

知识点 [4]。以高中化学教材中“铁的重要化合

物——铁盐和亚铁盐”为例，教师开展教学活动

时可以结合学生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事物，创

设生活化教学情境，以便帮助学生轻松理解铁盐

和亚铁盐的相关知识点。

首先，教师为学生介绍“生活中常见的铁元素”

相关知识点，并且讲述铁元素对于人体的重要作用。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动员学生思考日常

生活中哪些食物富含丰富的铁元素。学生根据教师

提出的问题积极思考，总结出菠菜、木耳、肝脏、

红枣等食物都富含铁元素，能够给人体补铁。

其次，教师围绕铁、铁元素、铁离子等不同

的概念设计问题，要求学生思考日常生活中见到的

铁器、铁锈、含有铁元素和铁离子的物质有何区别。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发现铁器中含有的铁

是一种金属元素，广泛存在于铁矿石和赤铁矿中，

经过加工才能制造各类物品；铁锈和铁器完全不

同，铁锈通常都有颜色，是铁器长期无保护地暴

露在潮湿环境中受到水分和氧气的腐蚀才会出现

的物质；含铁离子的物质也与上述两种有很大的区别。

例如，为了使绣球花变成蓝色会用到的硫酸亚铁就是

含有铁离子的氧化物。硫酸亚铁能够改变土壤的酸

碱度，使绣球花在孕育花苞期间受到酸碱度的影响，

大幅度提升开出蓝色花瓣的概率。用于给绣球花改

色的硫酸亚铁以粉末为载体，有颜色，可与水混合。

再次，教师在实验室中为学生准备硫酸亚铁、

氯化亚铁、硫酸铁、氯化铁等物质，要求其从外形

上观察这几种物质的区别。之后，教师将这几种粉

末按照一定的比例与水混合，要求学生观察溶液的

区别。学生在教师操作的过程中，观察到教师提供

的这几种物质都呈现粉末状，可以溶于水，且能够

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总的来说，硫酸亚铁和氯化亚

铁粉末溶于水后呈现出浅绿色，硫酸铁和氯化铁粉

末溶于水后呈现出棕黄色。

最后，教师为学生提供药店中售卖的补铁剂

样品，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尝试基于所学知识

和生活经验利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检验样本中含有的

铁元素属于 Fe2+ 或是 Fe3+。学生根据教材中给出的

关于铁盐和亚铁盐的相关知识点，总结不同的铁元

素与碱反应、与氧化剂反应、与还原剂反应的原理。

学生通过讨论和交流梳理了验证思路，提出可以采

用氢氧化物沉淀法验证样本中所含的铁元素属于哪一

种铁离子。整个过程中可以将样本溶于水中，加氢氧

化钠溶液进行反应，如果生成的沉淀物是白色则说明

补铁剂中含有的铁元素属于Fe2+，如果沉淀物的颜色

是红褐色，则说明样本中含有的铁元素属于Fe3+。

上述教学流程中，教师先为学生介绍日常生

活中比较常见的几种含有铁元素的物质，带领学生

进行辨识；之后为学生展示比较常见的铁盐和亚铁

盐物质，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最后为学

生提供现实生活中药店经常售卖的补铁剂样本，以

此为对象鼓励学生思考如何验证样本中所含铁元素

的种类。整个流程环环相扣，与现实生活之间也存

在紧密的联系，能够有效拉近学生与化学知识之间

的距离，循序渐进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从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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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融合传统文化元素创设发展型教学情境

从某种程度上讲，传统文化元素也是高中化

学教学情境创设的手段之一。教师将传统文化元素

融入教学情境创设工作中，不仅可以有效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也能够实现知识跨界融合，促进学生

思维和能力的发展 [5]。这主要是因为某些传统文

化元素中也蕴含着化学知识，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的

优秀素材。教师利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传统文

化元素作为创设教学情境的素材，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强化化学教学效果，也可

以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进而实现有效培养

综合素养的目标 [6]。当学生了解了传统文化元素

中蕴含的化学知识之后，也能够充分感受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这对于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高中化学教材中“化学反应与能量的变化”

为例，教师可以结合传统文化元素为学生创设教学

情境，使学生能够从跨学科学习的角度拓展知识层

面，培养综合素养，以实现全面成长和发展的目标。

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回忆春节燃放烟花爆

竹的场景，以这种传统节日习俗为切入点，为学生

介绍其中隐含的化学知识。教师先在多媒体平台上

为学生播放春节燃放烟花的视频，利用色彩绚丽的

图片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能够产生学习的欲望。

之后，教师要求学生结合化学知识，尝试从“化学

反应与能量变化”的角度分析烟花爆炸燃烧涉及的

化学反应原理及关键知识点。之后，教师为学生划

分学习小组，要求各个小组以“燃放烟花发生的化

学反应与能量变化”为主题开展项目式学习活动，

从“声、光、色”等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从“烟花

的声”这一研究角度来看，学生利用互联网查询了

相关的知识，了解到烟花为了达到预期的燃放效果，

内部填充了大量能够发射和爆炸的黑火药及其他物

质。当烟花中的黑火药着火之后，可以与其他物质

产生化学反应，其反应原理是 32 3S KNO C+ + = 

2 2 23K S CO N+ ↑ + ↑。烟花燃放的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这些气体经过急剧膨胀，

压力猛烈增大，加之反应放出的大量的热量会使温

度急剧升高，进一步使气体膨胀，产生强烈的推力，

于是发生了爆炸，从而能让烟花升上天空并发生爆

炸。从“烟花的光”这一研究角度来看，烟花中除

了填充黑火药之外，也会加装药引和发光剂等物质，

其中发光剂本质上就是金属镁或金属铝的粉末。黑

火药着火之后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也会使烟花

内的金属物质燃烧。此时，金属物质与氧气发生化

学反应之后，会吸收反应产生的能量，产生大量热

量，从而出现发光现象，整个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反

应原理是 22 2Mg O MgO+ → 。从“烟花的色”这

一研究角度来看，烟花在制作时会填充一些金属化

合物，这些化合物在燃烧的过程中会出现焰色反应，

呈现不同的颜色。一般来说，不同的金属化合物在

灼烧时出现的光颜色也会有所差别，这是因为不同

的光波长不同，肉眼看到的颜色也会存在差异，主

要与光谱谱线的颜色有关 [7]。教师将春节燃放烟

花爆竹的习俗作为创设教学情境的入手点，比起单

纯讲解“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相关知识，更有趣，

也更有效果。

结束语

在新高考背景下，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已经出现了滞后性，高中化学教师需要学习情境教

学法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为学生创设切合

实际的多元化教学情境，才能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

和质量，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得以提高自

身知识水平、能力水平，培养综合素养，以满足新

高考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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