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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通过将现代的教育技术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也要求教师应充分
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并将其融入到教学中来，对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及课堂效率起着积极作用。化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的学科，
如果教师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在中职的化学教学中，则可以很好的将化学教学难以描述的场景和事物用更直观的方式呈现给
学生，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素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关键词

现代教育技术；中职化学教学；应用；优势�

�

1�引言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推广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也很好

的渗透到课堂教学中来，不仅丰富了课堂资源，还大大提高

了学生的听课效率，使教学质量得到保证。特别是对于中职

化学课堂来说，通过应用现代化的技术，可以帮助学生自主

的开展探究活动，增强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

现学生创新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提升。

2�现代教育技术与化学教学结合的必要性

2.1�教育信息化的需要

科技水平的提升，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丰富教学资源也逐

渐受到人们的认可，同时也为教师的教学方法提供积极转变。

新课改背景下，现代教学技术在课堂中的地位也得到极大的

提升，很多课程都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来实现，在为学生提供

丰富教学资源的同时，也使教学效果得到保证。众所周知，

化学与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一些常见的生活现象

很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化学知识，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特征来更

好的展开教学。如在学习《爱护水资源》这一章节的时候，

如果教师仅用口述的形式为大家描述河流污染多么严重，学

生很难真正感受到，而通过下载相关的视频课件，将河流中

布满垃圾的场景直观的呈现在学生眼前，学生看后会不自禁

的发出感慨，从而不断提高水资源保护意识。再如在学习《分

子运动》这一章节的时候，如果仅凭借学生自主探究，学生

很难发现分子运动规律，而教师通过将分子运用的动画制作

成 3RZHU3RLQW课件来播放给学生，教师结合动画进行讲解，

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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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时代学生发展的需要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各个领域对人才需求标准也不断

提升，更注重学生综合素质能力，这也要求中职化学课堂应

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通过应用现代教育方式对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进行培养。在开展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借助实验信息

资源以及真实实验的探究式学习要求学生应掌握目标期望以

及任务要求，使学生在实验各个环节中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和

获取知识。如在学习《溶液的形成》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

可以带领学生自主探究课后实验，然后利用微课找到正确的

实验步骤，然后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合作探究，对有关信息

进行合理的分析，最终得出相应的结论，既提高了学生实验

操作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合作探究意识，对提高化学课堂教

学效率起着积极作用。

2.3�新课程标准实施的需要

新课改背景下，要求教师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对学

生的核心素养进行培养，这也为中职化学教学带来一定的困

难，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完成所

要求的试验操作并积极开展教学活动等。同时，要求教师应

注重特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善于利用网络资源为学生创设

良好的学习环境，从而使教学效果得到保障。如在学习《保

护空气》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互联网来查

找近三个月内本市的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等，同时还要让

学生明白空气污染对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让学生积极参

与到调查与研究学习中来从而符合新课改的对教学要求。

3�现代教育技术与化学教学结合的有效策略

3.1�运用信息技术软件，提示化学反应原理和实质

化学是一门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律

的科学，其化学原理较为抽象，物质的微观结构是肉眼难以

无法看到的，因此教师如果仅凭借语言描述的方式学生很难

去理解，而通过信息软件技术，将分子及微观粒子的运动规

律通过动画的形式进行模拟出来，使其形象化，可以帮助学

生更清楚的认识微观世世界，掌握其变化原理。如在做“&X－

�Q原电池”的演示的时候，通过动画演示或将电子运动方向

及两极电子得失的特点直观的呈现给学生。使学生能够对物

质结构及其变化原理有更深的理解，既提高了教学质量也保

障了教学效果。

3.2�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虚拟情境

现代教育技术的出现，不仅使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同时

也更好的适应新课改的教学要求。新课改背景下，要求教师

应在传统教学模式上进行创新，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

氛围，打破传统枯燥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而通过

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其丰富的教学资源则可以很好地弥补

传统教学中的不足，大大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对提高学生学

习热情有着重要作用。这种动态化的教学手段还可以促进教

师与学生间的友好互动，视听同步的教学方式对充分调动学

生思维能力以及问题思考能力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

如在学习《分子和原子》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利用电脑将

分子微观过程播放给学生，使学生能够对分子及原子有更清

楚的认知。具体操作如下所示：（�）教师可以在大屏幕中展

示一幅画骏马奔驰的图画，马蹄处还围绕数只翩翩起舞的蝴

蝶，图画下面有这样一行诗句：“踏花归来马蹄香”，从而

引发学生思考。（�）在引出“分子与原子”课题后，将花香

粒子微观过程用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地得出物质构成

离不开分子和原子。（�）联系生活实际加深学生认知，通过

展示水分子分解组成需要氢原子与氧原子组合，使学生更好

的学习分子与原子有关知识。

3.3�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模拟实验情境

化学新课标更注重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这就要求中职

化学教师应积极带领学生开展化学试验，从而丰富学生实验

体验，对化学知识有更深刻的认知。但一些化学实验存在一

定的风险性，无法拿到课堂中来，这就需要应用现代教育技

术来满足课堂试验需求，实验教学情境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内容：

3.3.1�模拟错误的实验操作方法

由于化学实验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有些风险可能与操作

人员的经验不足有关，比如直接用嘴去吹灭酒精灯，没有做

好气体浓度检查就将其点燃等，这都是由于操作不当所引发

的不必要的事故。虽然在试验开始前教师都会交给学生正确

的实验方法，但对于一些错误试验所带来的后果，教师也不

好直接去演示，这时候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错

误操作的危害直接播放给学生观看，使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

风险意识，保证操作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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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替代危险性较高的实验

化学实验主要是进行物质之间的反应，但一些物质混合

后会产生有毒气体，在危害环境的同时也会对人身体带来伤

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

展开相应的操作。如在开展碳酸氢钠与浓盐酸做二氧化碳灭

火的实验的时候，这两种化学物质都具有毒害性，如果没有

合理的控制使用量，很容易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这种实验

可以利用电脑生成制作有关动画来进行展示出来，使学生能

够掌握具体的操作步骤以及实验反应。

3.3.3�替代难度较大的实验

一些化学实验操作较为复杂，受到环境等外界因素的影

响，也会导致实验的失败，还有的实验反应过程较长，在有

限的课堂中无法将实验结果呈现给学生。如在开展“活性炭

净化水试验”中，活性炭都是颗粒状且颜色较深，褪色不明显，

如果将其震荡后再进行过滤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通过现

代化的教育方式，则可以在几分钟内将实验整个过程和反应

呈现给大家，使得课堂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4�现代教育技术在中职化学教学中存在的优势

4.1�多媒体课件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化学由于实验操作复杂且课程内容较为枯燥，无法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现代教育技术的先进性和资源的丰富性，

可以大大充实化学课堂，教学课件里神奇的化学反应可以很

好的吸引学生注意力，将化学教学中抽象的事物用有形图像

展示出来，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素养起着积极作用。

4.2�能够突破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需要在教师的带领下

完成有关试验操作，以提高学生试验水平和化学感受。在实

验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掌握有关化学原理，由于教学条件和实

践有限，无法让每个同学都到台上一一进行试验，尤其是对

于一些具有危险性实验的时候，教师更无法在课堂中进行演

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验氛围，不利于提高学生化

学学习积极性。而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则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课件演示的方式将一些危险试验真实的

展现出来，使学生能够掌握试验基本操作，对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有着积极作用 [�]。

4.3�现代教学技术更容易让学生理解

化学教学重点在于掌握物质的构成，但一些微观物质虽

然常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却用眼睛无法捕捉到，教师对这些

微观物质只能进行单纯的描述，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而如

果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则可以将那些“无形”的物质通过“有

形”方式展现出来，不仅加深了学生的理解，还能为课堂营

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不仅减轻了教师教学压力，还使得课堂教学效果得到保障，

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化学教学质量。由于化学知识点较为分散

和复杂，传统教学方法教师只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在不理

解化学原理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有效的学习，而现代教育技术

可以将知识点结合具体案例一一展示出来，加深学生对知识

点的理解，还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

4.4�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水平

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的，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

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发挥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教

学有效性。这就要求教师一切教学工作都应围绕学生来开展，

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并结合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教学计

划，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堂上，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获取相关信息，还可以利用

%%6加强与教师之间的交流，这种学习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对学生合作、

探究能力展开培养，从而更好的适应新课改的需求 [�]。

5�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化学教学中要求教师应以学生需求为己任，

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积极进行创新，以满足学生发展需求。

而通过将现代教育技术与化学教学相结合，可以将难度较大的

化学实验直观呈现给学生，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化学学习积极

性的，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保障了化学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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