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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视域下初中化学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任婧洁
天津市扶轮中学 天津 300000

摘� 要：近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教育工作新的理念、新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中学

教育应更注重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本文阐述了智慧课堂视域下初中化学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从教学环节实

施的角度提出了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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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新课标发布以来，广大教师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针对新课标中知识点、重难点的相关变化，在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做出了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但是

通过调研发现，传统的教学手段对于提升核心素养效果

有限。尤其初中化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实际教学时间

较短、学习难度较大、中考占比较高，如何在现有的条

件下有效地帮助学生提升核心素养，成为研究的重点。

本文从智慧课堂入手，基于目前绝大多数学校已配备学

科专用教室、平板电脑、交互式电子白板、手持设备等

多种现代化教育设备，以不同的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在初

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为例，提供了一种可推广可复制的

办法，丰富教学形式，提升课堂趣味性。

智慧课堂是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成熟的当下，在教学方面的一种应用。通过智慧

课堂的实施，教师既可以采用分层式教学方法，也可以

让实验操作通过可视化、可操作、可感知的硬件和软件

载体，变得更加便于理解且安全。从教学反馈上，教学

可以适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并做数据汇总分析处理，同

时师生也可以通过活跃的课堂氛围加强互动、交流、反

馈，切实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体现“以学生

为中心”的大原则。

对于初中化学来说，智慧课堂的概念让教学设计更

贴近学生喜闻乐见的呈现形式，导入顺畅、知识点清

晰、与新课标结合紧密、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以《金

属与金属矿物》一节为例，常规教学过程中，一般情况

下学生可以从教材图案或者课件照片、视频中得知金属

或金属矿物的相关物理性质，如观察颜色、形状、大

小、光泽等等。但由于条件限制，学生在课堂上无法通

过对具体实物的研究理解金属及金属矿物更多重要的物

理性质，如质地、质量、溶解性、坚硬和易碎程度等

等，即“看得见但摸不着、分得清但记不牢”。而基于

智慧课堂的教学设计可综合使用计算机模拟、AR、全息

投影等技术，让不同类别、与具体某种金属或矿物质地

质量类似的材料，在AR技术的加持下“变身”为硫铁
矿、方解石等等知识点中的物质，并且可以通过触摸感

知其硬度、表面粗糙程度、重量等等，还可以在全息投

影下模拟出切割、放入水中、加热、敲击等等外界作用

之后的变化，从而加深对物理性质、各个数据的认识和

记忆。

在模拟化学反应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优势，目前初

中化学实验教学由于材料、环境、安全等诸多限制，不

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而智慧课堂视域下的化学实

验操作规避了以上风险，让教学做一体成为可能。总的

来说智慧课堂是一种综合性概念，一些具体技术的引入

可以让课堂效率提升事半功倍，下面将用不同的现代教

育技术使用出发进行分类阐述。

1 引入无线同屏技术，提升实验教学的可视化

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演示实

验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方法，可以展示出化学反应的过程

和现象，引导学生观察和理解反应过程，从而能够理解

物质的性质、变化规律等等。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受

到教室大小、位置等限制，后排的同学经常看不清演示

实验的现象，更不要说反应中的细微变化了。这样的演

示实验无法给学生以直观的体验，所以，增加演示实验

的可视度，对于提高化学教学的有效性来说非常重要。

尤其是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或者不可抗因素，不得不通过

上网课进行教学，无法完成实际操作，现代教育技术的

应用必不可少[1]。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教学应用当中的不断深

化，有很多智能设备和信息终端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其中无线同屏技术也有很大的突破，因其较大的可视度

和可操作性，在演示实验的应用方面有了一席之地。将

无线同屏器与电脑或投影仪适当连接，即可将教师演

示实验通过智能手机的拍摄功能同屏同步投影到电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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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屏上，如同实验直播一样。也可以将实验视频同步到

学生手持的移动设备上，使学生更清晰的观看到实验过

程，提升演示实验的可视度。

除了演示实验，无线同屏技术还可以应用在更广泛

的地方。如在学生分组实验中，教师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的拍摄功能将学生实验中的实验现象、错误操作等即时

投影到电子显示屏上，让学生对其进行分析与评价，从

而提升学生实验的有效性，培养学生在实验当中的观察

能力、思维能力和评价能力。由于智能移动设备一般都

配备高清摄像头，其拍摄的位置和角度也可灵活调整，

能够取得更好的拍摄效果。

又比如，在课堂练习环节，传统的做法是教师走到

学生中间，将学生的练习答案放到展台上投影，让学生

们进行评价，然后再将练习放回，如此反复。相对于传

统展台，利用同屏传输技术，教师可以随时走入学生中

间，利用移动设备的拍照功能快速展示不同位置的学生

的答案，然后，让其他学生利用教师手中的移动设备对

所拍摄的内容进行局部放大、分析评价、批注讲解等。

教师也可以利用移动设备中的随手写、绘图板等APP应用
软件来标注重点和注意事项，或者亲自讲解重难点，从

而充分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

2 引入交互式电子白板，提升课堂有效性

交互式电子白板并不同于常规的电脑显示屏，除了

播放ppt和视频外还有很多功能，可以丰富课堂的教学
手段。例如可以通过电子白板软件在任何界面下进行书

写、绘画，还能根据需要更换笔的颜色、粗细，实现屏

幕批注，也可以用于物质推断题的讲解等。使用交互式

软件如SmartNotebook、Focusky、IQBoard、ChemLab、
希沃白板等，比起传统的ppt，能更好地发挥电子白板
的交互式，使学生的参与度更高，更好地帮助学生落实

抽象的知识。比如利用拖拽、克隆和组合功能，可以使

学生对学习过程加深理解。以课题《生活中常见的盐》

为例，本节课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复分解反应。通过使用

拖拽、克隆功能，可以使学生更直观的了解复分解反应

的过程，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复分解反应方程式的书写方

法。（AB+CD→AD+CB）。
再以课题《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为例，本节课的

一个教学重点是实验装置的选择和组装，教师可以从资

源库导出所需要的仪器，然后上课时引导学生利用这几

项功能完成实验装置的设计和组装，形象直观，可操作

性强。采用学生分组展示方式，让学生对组装好的装置

进行评价，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同时突出了本节课的教

学重点。

其他常用功能如放大、缩小功能，可以吸引学生注

意，突出该部分内容；遮挡拉幕功能可以根据学生的认知

规律和学习进度，分批呈现资源；回放功能，可以实现学

习过程的再现和思维脉络的重温；橡皮擦功能，能进行局

部擦除、一次性擦除；截屏功能，可以课堂中播放的视

频、实验现象或重要的知识点截取下来，放在屏幕上进行

重点强调；探照灯功能，高亮度突出重点等等。

交互式电子白板储存有丰富的图片视频资源，教师

可根据需要创设合适的情境，可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

化，也可以将平面的知识立体化，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如在学习课题《走进化学实验室》时，除

了展示仪器实物，还可以选择使用交互式白板中的立体

仪器进行展示，让学生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仪器，可视

度更高。再如，学习课题《金刚石、石墨和C60》时，可
以用资源库中的立体图形讲解碳单质的结构，可以加深

学生对碳原子排列方式不同的认识。

利用“虚拟化学实验室”帮助学生理解重要实验。

如学习课题《金属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时，教师可以通

过使用“虚拟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展示一氧化碳还原氧

化铁的实验过程，此实验中涉及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不便

在教室中演示，使用虚拟实验室更安全。教师还可以设

置一些问题环节，如不使用尾气处理装置或实验步骤错

误可能造成什么后果。学生通过操作知道了错误的实验

操作会导致的后果，再通过小组讨论后果产生的原因，

加深对该实验的理解。这样可以提高教学有效性，切实

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效率、理解知识点，培养他们的动手

能力和实践能力，将模拟实验与动手操作相结合，才能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化学素养。

3 引入手持技术手段，提升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

手持技术是由数据采集器、传感器和配套的软件组

成的定量采集各种常见数据并能与计算机连接的实验技

术系统。以便捷、高效、可读性等优点已经逐渐进入课

堂，并被多次应用到教学研究中，其具有实时化、可视

化和定量化等优点，可以作为化学实验教学的辅助和有

益的补充。比如温度传感器比起通过手触摸容器外壁或

者使用温度计等方法得到的结论更准确。如在学习“溶

解时的吸热或放热现象”时，可以通过同时使用3支温度
传感器，记录等质量的NaOH、NH4NO3和NaCl的固体分
别溶解于等体积水时的溶液温度变化，在一副图像中呈

现3个物质溶解时的温度变化数据，大大提高了实验教学
效率，有利于学生观察和记忆。还可以利用温度传感器

测量化学变化中的吸放热现象，判断反应是吸热反应还

是放热反应。通过实验，让学生感受物质在化学反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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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能量变化，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放热反应和吸热反

应的含义。

将气体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和数据处理软件相

结合，可以检测密闭容器内的气压变化。通过实时显示

的气压变化值了解气压的变化，还可以将其绘制成曲

线，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把握实验进程，并及时对实验结

果进行分析和推测。如演示实验“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

定”，实验中抽象的气压变化一直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利用气体压力传感器检测实验过程中的气压变化，使不

易察觉的气压变化过程“可视化”，还可以对实验进行

定量研究。相较于用肉眼观察进入集气瓶中水的体积约

占集气瓶中原空气体积的比例更为准确、直观[3]。

又如学习“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时，由

于该反应无明显现象，学生不易判断反应是否发生，因

此可以借助气体压力传感器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

学生提出，由于氢氧化钠溶液中有水，CO2能溶于水，反

应体系的压强减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针对这个疑问，

我们可以利用气体压力传感器测量等体积CO2分别溶于等

体积水、氢氧化钠溶液中时的气压变化，通过直观的数

据可以得出二氧化碳能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结论。

在实验“中和反应”中，盐酸与氢氧化钠的反应没

有明显变化，利用pH计教师可以将盐酸与氢氧化钠的反
应过程可视化，还可以将反应过程的pH变化情况绘制
成图像，加深学生对实验的理解，同时使学生更加清楚

“酸碱性”与“酸碱度”的区别。

使用手持技术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实验原理、

设计思路和操作方法，还能够让学生学会从定量的角度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提升化学

学科素养。

4 引入虚拟现实技术，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虚拟现实技术（VR）本质上是计算机仿真系统，
利用计算机模拟用户所需要的环境，通过三维模型表现

出来。这些现象可以是现实中真真切切的物体，也可以

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物质，具有直观性和仿真性。因

此，极大地影响了传统的多媒体教学。

例如在学习第三单元《物质构成的奥秘》时，学生

对于分子、原子、离子只能通过平面图形想象，对于分

子和原子的关系、原子的内部结构、原子得失电子变成

离子的过程等缺乏直观的感受，利用VR技术就可以很好
的解决这个问题。学生通过VR技术进入到虚拟场景当
中，那么他们便可以在更加真实化的环境当中“接触”

这些微观粒子，甚至可以对它们进行组装、拆分，这种

直观的感受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利用VR技术还可以模拟化学实验，特别是一些花费
高，危险系数大的实验项目，学生可以对实验进行反复

地观察、学习和探索。合理使用VR技术进行教学，不仅
可以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能够增强学生的实践操

作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切实有效地提升

核心素养。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在初中化学教学环节中恰当地结合

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

够很好地解决诸如学生关注不够、理解困难、演示实验

受限制、对化学核心素养的成长激励不足等等问题，让

课堂教学更加丰富多彩，在大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基

础上也能紧扣新课标的相关要求，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寿红.手持技术在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4(14):31-33.

[2]蔡雨彤.VR的无限可能[J].华东科技，2021(12):14-
15.

[3] 王盼盼.关于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在中职化学教学中
的应用[J].当代农机，2021(09):7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