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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开展化学课堂导入的有效教学策略

■王 丽

摘 要：在化学教学过程当中，其有趣的化学实验和化学

知识，吸引了很多学生的注意力，这也是锻炼学生化学思维的

有效课程之一。因此，本篇文章将对采用直观导入法、情境导

入法、实验导入法、热点导入法以及旧知识导入法五方面展开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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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导入是符合新课程教学理念的，也为顺利实现三维目

标展开服务。为了能够迎合新课程的教学要求，就需要教师能

够时刻关注学生的感受，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科学

素养的培育。要想充分地体现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教师

就需要培养学生拥有正确的情感价值观念，使学生能够更加热

爱学习，但是在高中化学的教学过程当中，有很多学生对于化

学知识和化学理念感到很陌生，甚至害怕学习化学，并没有办

法顺利地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这也给课堂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之处。针对这些情况，就需要教师能够把丰富多彩的课堂导入

融入教学环节当中，给学生们带来不一样的教学体验，创新现

有的教学方式。

一、采用直观导入法，吸引高中生学习兴趣

直观导入就是指教师通过实物、图片、图表、模型或者是幻

灯片的形式来进行新课导入，这一导入是建立在学生的学习基

础上开展的。教师在采用直观导入法的时候，需要认真地观察

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班级的学习特色，从多个角度出

发，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增强每一个学生对于化学知识的感

性认识，从而能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直观导入法是一种最

为直接的导入方式，它可以引导学生更好地观察客观存在的事

物，让学生对相关的理论进行质疑并提出新的问题，更好地对

问题展开解决，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新课学习过程当中，帮助学

生能够由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的思维，对化学知识展开深度的

了解，提高学生对于化学的学习信心。

例如，在讲述“海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关知识点的时候，

为了能够给学生们带来全新的教学体验，首先，教师需要利用

多媒体的形式，把本节课所需要讲述的知识点做成树形结构的

形式，让学生能够了解本节课所需要讲述的基础知识：海水的

组成含八十多种元素。其中，H、O、Cl、Na、K、Mg、Ca、S、C、F、

B、Br、Sr 等总量占 99% 以上，其余为微量元素；特点是总储量

大而浓度小，以无机物或有机物的形式溶解或悬浮在海水中。

总矿物储量约 5亿亿吨，有“液体矿山”之称。堆积在陆地上可

使地面平均上升 153米。如：金元素的总储量约为 5×107吨，而

浓度仅为 4×10-6g/吨。另有金属结核约 3 万亿吨，海底石油

1350 亿吨，天然气 140 万亿米 3，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出发，更

好地对整个知识内容展开了解，进一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认知

能力。紧接着，教师需要通过多媒体的形式，把重要的知识点

进行展示，让学生从 PPT 当中可以对知识结构进行深层了解。

基础的知识点：海水资源的利用：（1）海水淡化：①蒸馏法；②电

渗析法；③离子交换法；④反渗透法等。（2）海水制盐：利用浓

缩、沉淀、过滤、结晶、重结晶等分离方法制备得到各种盐，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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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此类的知识内容一网打尽。最后，教师再让学生们认真

地自主学习本节课的知识，从课本当中找出化学元素，并结合

教师所讲授的基础知识，更好地对课堂内容展开探究，提升现

有的教学活力。因此，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使用直观导入方法，

讲解化学最为基础的知识点，避免单纯的语言解释，使学生能

够想象出化学元素的空间结构，帮助学生更好地对知识内容展

开了解，能够对相关的化学模型进行认知，让学生从三维角度

观察化学元素的知识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获取新的知识，帮助

每一个高中生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二、采用情境导入法，提高学生的化学素养

情境导入法是创设情境课堂，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种种情

境。在预设的情境过程当中，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对角色进

行深入了解，认真地展开思考，就需要教师能够采用情境教学

方法，对化学知识展开深度分析，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点的认知

能力，增强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更好地实现教学的三维目标。

情境导入主要是通过多媒体把声像图作为展开构架，生动形象

地展示出来，给学生们带来不一样的教学体验，通过构建有效

的教学情境，展示与本节课知识息息相关的经典图片，并围绕

经典的视频以及相关的音乐，通过故事、漫画等手段展现出来，

进一步地刺激学生的感官，提高学生的关注力，吸引学生的学

习兴趣，让他们能够从化学知识出发，提高学生的化学素养，更

好地对知识内容展开深度的探究和理解。

例如，在学习“钠”相关知识的时候，首先，教师需要采用情

境导入方法，通过给出一个相关的题目，让学生能够对这道题

进行深度的思考，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地对知识内容进行探究：

钠的物理性质指的是银白色、有金属光泽的固体，热、电的良好

导体，质软、密度比水小、熔点低。紧接着，教师再让学生对相

关的问题进行描述，增强学生对于化学知识的认知。钠的化学

性质：⑴钠与水反应的现象及解释：①浮（说明钠的密度比水的

密度小）；②熔（说明钠的熔点低；该反应为放热反应）；③游（说

明有气体产生）；④响（说明反应剧烈）；⑤红（溶液中滴入酚酞

显红色；说明生成的溶液显碱性）。化学方程式为：2Na+2H2O

=2NaOH+H2↑；离子方程式为：2Na+2H2O=2Na+ +2OH-+H2↑
⑵与氧气反应：4Na+O2=2Na2O；2Na+O2 Na2O2。钠的用途

有：①制取纳的重要化合物；②作为中子反应堆的热交换剂；③
冶炼钛、铌、锆、钒等金属；④钠光源，提高课堂上的教学活力。

最后，教师可以采用合作小组的形式，提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

能够围绕这一个问题对化学知识展开深度的了解，进一步增强

课堂上的探究活力，帮助学生从情境教学入手，能够对化学知

识从易到难展开了解。因此，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针对不同的

知识点，教师要采用不同的情境，教师也可以采用学生熟悉的、

较为感兴趣的生活实例，进一步创设情境故事。俗话说得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有效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能够更加容

易接受新的事物，并与新的事物产生共鸣，让学生能够尽快地

进入到情境当中，不知不觉地顺利掌握本节课所需要讲述的知

识点，给学生们带来全新的教学体验。

三、采用实验导入法，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用化学实验来开展

化学课堂的导入，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所谓的实验导入，

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在讲述某个知识点的时候，由

于这个知识点过于抽象，就需要通过实验的教学方法，通过实

验来创设教学情境，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和愿望，

让学生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课题，明确学习的目的，通过实验

来对抽象的知识点进行具体化的认知，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

更好地对化学知识展开了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

合作小组融入课堂教学当中，让每一个学生能够根据已有的经

验和认知，进入探究与学习的状态，更好地对各种知识点进行

探究，学生的学习能力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实验导入方法

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在高中化学的教学过程当中，

可以给学生们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让学生更好地对知识进

行探究，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认知更多的化学元素。

例如，在学习“苯的溴代”相关知识点的时候，为了能够让

学生对此类的化学知识展开了解，教师就需要采用实验导入方

法，带领学生完成相关的实验内容，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出发，能

够对相关的问题展开探索：①取少量卤代烃置于试管中，加入

NaOH 溶液；②加热试管内混合物至沸腾；③冷却，加入稀硝酸

酸化；④加入硝酸银溶液，观察沉淀的颜色，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学生将可以逐步了解

到：加热煮沸是为了加快卤代烃的水解反应速率，因为不同的

卤代烃水解难易程度不同。加入硝酸酸化，一是为了中和过量

的 NaOH，防止 NaOH 与硝酸银反应从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产

生影响；二是检验生成的沉淀是否溶于稀硝酸。最后，为了能

够升华本节课所讲述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联系生活实

际，采用丰富多彩的实验方式，在家进行动手实验，看是否能够

完成相关的实验内容，加强化学课程在日常生活中的延伸。因

此，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质疑和争辩等是引发学生进行探究的

有效方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应该对这些知识进行灵活掌

握，通过采用恰当的引导方式，让学生通过实验来对化学现象

进行探究，引导学生探究化学，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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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学生将可以对知识点展开深层次的了解，

并帮助学生更好地对相关的内容展开多层次的探索。

四、采用热点导入法，拓宽学生学习视野

热点导入法是根据现有的教学内容，选择当下社会最为关

注的热点信息，进一步让学生展开分析。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通过引入热点，可以一步步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能够

结合当今社会的热点信息，对每节课的内容进行深度的思考分

析。如果一个热点是学生所感兴趣的，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增强学生对于问题的分析能力，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让学

生不仅能够对社会现象展开探究，又可以满足学生自身的表现

欲。化学来源于生活，生活当中处处体现着化学，教师不能够

一味地采用枯燥的教学方式，这只会让学生对知识点的学习感

到十分的厌倦。如果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

通过多看新闻、多看热点信息，把热点与化学元素更好地融合

在一起，就可以给学生带来全新的教学体验，不断地丰富现有

的教学策略，给教学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

例如，在学习“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时候，为了能够让

学生能够对此类题目展开深刻的认知，首先，教师就需要利用

多媒体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一段神六神七的发射视频，再继续

播放一段嫦娥 1号奔月的视频，让学生从太空视频当中能够感

受到化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地

讲述非金属材料的相关知识点。然后，教师鼓励每一个学生能

够在现实生活中搜索航空航天的相关资料，能够对我国的航天

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更好地把热点信息与化学教材相融合，

并且提出相关的问题：为什么航天发展当中需要运用非金属材

料？非金属材料都由哪些物质构成？让学生更好地对相关的

知识展开探究，进一步增加课堂上的教学活力，丰富教学形式。

因此，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形式，让学生

能够快速地关注时事热点信息，更好地对问题进行探索，不断

地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的认知能力，加强学生的探究能力，更好

地开展现有的教学，丰富学生的化学知识储备，带来全新的教

学体验。

五、采用旧知识导入法，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

旧知识导入是指在现有的教学课堂当中，利用巩固学生已

经学过的知识，为新的知识讲授做好铺垫。在教学的过程当

中，很多学生对于已学过的知识点容易处于遗忘的状态，而高

中的学习压力较大，每一个学生需要兼顾多门课程的学习，难

免会对所学的知识点处于忘记的状态，通过新知识点与学生已

有旧知识点的联系，可以让学生从已有的旧知识点自然地过渡

到新知识点的学习过程当中，这样学生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掌握

最为重要的知识内容，教师教学的效果也可以达到理想的状

态。在讲述每一节课新知识点的时候，教师都可以采用旧知识

导入的方式，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让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出

发，更好地对课堂内容展开探究，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于知识的

理解，不断地增加课堂上的学习活力，丰富学生对于知识的

认知。

例如，在对“乙烯”相关知识点进行专项复习的时候，首先，

教师需要讲述化学元素的基础概念，让学生温故而知新，能够

了解到相关的知识点，更好地对化学知识展开探究：C2H5OH+

6H2SO4（浓） 6SO2↑+2CO2↑+ 9H2O。然后教师需要给

学生留足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主展开学习，更好地对知识内

容展开探究：浓硫酸是催化剂和脱水剂，混合时即将浓硫酸沿

容器内壁慢慢倒入已盛在容器内的无水酒精中，并用玻璃棒不

断搅拌。在制取乙烯的反应中，浓硫酸不但是催化剂、吸水剂，

也是氧化剂，在反应过程中易将乙醇氧化，最后生成 CO2、CO、

C 等，因此试管中液体变黑，而硫酸本身被还原成 SO2。因此，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通过采用旧知识导入的方式，不会使学生

觉得新知识点出现得十分突兀，而让课堂有所失控，而可以让

学生对旧知识点进行温故而知新，新旧联系，承上启下，以旧引

新，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新的知识的学习过程当中。

总体来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想更好地讲解知识内容，

就需要教师采用多个层次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现有的知识

内容展开深度探究，教师也需要备好教材内容，精心地设计教

案内容，根据新课程理念标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多种多样

的课堂导入方法应用到教学当中，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

的导入并不是单一技巧的运用，而是需要教师能够结合学生们

的学习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对知识点

展开探究，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化学学习所带来的快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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