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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现代互联网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到基础教育领域。对优化学科教学方
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学科教学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高中化学教学中，需要化学老师充分发挥互联
网科技辅助学科教学的资源和信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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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高中化学教学策略探究
文/杨令千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需要化学老师借助互联网科
技的资源和信息优势，转变过去教学方法。结合教学
内容及学生学习需求，创新教法，以激发学生的化学
学习热情，促进化学学科教学效率有效提高。

一、互联网科技辅助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互联网科技辅助教学，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优

化教法。但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化学老师结合具体
教学灵活、合理地运用。从高中化学运用互联网科技
辅助教学的实践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亟待解决。

一是互联网科技在教学中运用要适当。避免滥用互
联网科技。对于教学而言，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
能作为主要教学形式。部分化学老师由于夸大互联网科
技的作用并在教学中过度依赖互联网科技，导致互联网
科技在教学中出现滥用现象。不仅无益于促进教学，反
而会阻碍教学，分散学生的注意力。需要化学老师根据
教学实际需要有选择性辅助教学。

二是化学教学要明晰目标，不要过度追求形式。
为了突出学科教学内容，使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
掌握教学重难点，需要化学老师对教学环节进行科学
设计，并在教学中根据需要选择性使用互联网科技，
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同时，要求化学老师围绕新
课标合理设定教学目标，并在教学适当时机借助多媒
体生动而直观地呈现、解析教学重、难点，促进学生
迅速掌握知识点。而不能不分情况地加以运用，导致
互联网科技在教学中的应用流于形式，这样会过度干
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吸收。

三是通过运用互联网科技实现视听思考相结合。
互联网科技辅助教学，其资源和信息优势在于其集
视听于一体的功能，能够有效调动学生感官，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究积极性。因此，在教学中运用互
联网科技，需要采取视听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另一方面，要找准互联网科技呈现的
内容与学生的思考重点相结合。在教学中给学生留出
思考、探讨的时间，促使学生对知识点的认知不断深
入。同时，要关注学生的需求，要边讲解边借助多媒
体进行展示，以使学生在观察中展开分析和思考，不
断优化学生的化学思维。

二、基于“互联网+”背景视野下高中化学教学策略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由于化学学科中包含有很多

具有较强抽象性和理论性的知识，给学生的学习带来
一定的难度。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

的化学学习能力，并激发其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就
会使学生因遇到阻力而失去对化学学习热情。部分学
生甚至对化学学习产生畏难心理。因此，需要化学老
师在教学中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科技辅助教学，以帮
助学生迅速理解并掌握知识点，帮助学生提高热情、
增进自信，提高化学学习效率。

一是合理运用互联网科技辅助教学，激发热情。
热情是支撑学生努力学习的内在动力，作为化学老师就
要善于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表现在教学实践
中，要充分借助多种教学辅助手段，让教学变得更加直
观、更富于趣味、更易于理解。在这方面，互联网科技
具有其独特的资源和信息优势，需要化学老师在教学
中，找准教学内容与互联网科技的良好结合点，利用信
息的视听功能形象生动地呈现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其学科想象力，推动学生展开自主
探究。并在实践活动中深入理解掌握教学知识点。

二是借助互联网科技呈现知识点强化其记忆。互
联网科技通过直观的视听功能，将抽象的化学知识点
及相关化学现象生动呈现出来，会使学生对抽象的知
识产生深刻理解和记忆，相比于传统说教式教学要产
生更明显的效果。

三是借互联网科技优化课堂练习，以提高效率。
课堂练习是针对学科教学内容的一次梳理，也是对
学生知识掌握和运用情况的有效检测。通过练习，化
学老师得以了解学生的疑难点，发现薄弱环节，从而
展开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进一步巩固教学成果。在
设计课堂练习中，化学老师要考虑到学生间的能力差
异，借助多媒体图文并茂的特点，针对不同层次的学
生设计相应的练习题，使各层次学生都能在自己的能
力范围内完成练习并得到能力的拓展提高。通过这种
分层练习的模式，一方面保证化学学习能力强的学生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能使化学基础
较弱的学生顺利完成练习，并巩固对基础知识点的掌
握，促进全体学生的整体提高。

三、结语
总之，“互联互+”教学将抽象、复杂的化学知

识生动直观地呈现给学生，激发学生对化学学习的热
情。不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精神，促进
学生化学素养的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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