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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信息网络化技术如何有机地应用于化学实验教学 

摘要：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许多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都是通

过实验得到的。化学学科的发展仍有赖于其他学科和一系列新技术的推动。在

信息网络化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网络化技术与化学实验进行整合对于未

来的教育教学是有卓越的推动意义的。本文研究的时如何将信息网络化技术有

机地应用到化学实验教学中。 

关键词：信息网络化技术化学实验教学 微信 公众平台 Airplay Keynote 

在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模式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是教学活动的主

体，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技能的接受者，多媒体是教学的工具，教材

是教学的内容，实验室只作为实验教学的主要环境为老师提供展示的平台。这

种被动的教学方式，致使学生逐渐形成一种不爱问、不想问“为什么”，也不

知道要问什么的麻木习惯，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发展、更体会不到学习的快乐，

因此尽可能的让学生参与到化学实验中来是十分重要的。 

在与初中化学教师的多次沟通中，我将信息网络化技术融入到化学实验

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使用微信所提供的免费聊天环境和实时留言、消息推送等功能，适合教学

双方在不断地留言交流中，实时建立 1 对 1 和多对 1 的沟通，及时解决疑难问

题，使得教学更有针对性。同时，微信本身并不是一个类似数据库一样的学习

资源载体，而是一个可以快速整合网络学习资源的强大的平台，通过其强大的

分享能力，将网络上的所有教学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这些资源经过教师用心

地过滤和筛选以一种新型的方式呈献给学生，能够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化

学知识的熏陶。 

 

 

 

 

 

 

 

 

 

在发现学生非常喜欢通过微信进行沟通，了解前沿科技后。我通过创建微

信公众平台让化学教师与学生们分享生活中的化学知识，学生每天都会阅读化

学教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的有关化学的小知识，并进行点评，从评论中我

们发现他们开始慢慢学会关心生活中的细节，感受到生活中的化学无处不在，

学会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联系到化学；学会使用已经掌握的化学知识和实验技

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做到了学以致用。这不仅仅是逐步培养学生对化学

知识以及化学实验的兴趣的过程，更是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  

在我所创建的微信平台中，有“作业吧”这一版块，它是课堂的延伸，学

生喜欢这样图文并茂并能够进行实时交流的“家庭作业”，总是能够高质量的

完成。 



 

 

微信公众平台的创建将生活与化学紧紧相联、让学生由“要我学”变为

“我要学”，显著地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将教师从课堂中解脱出来，

教师不再是课堂的统治者和支配者而变身为引领者和辅助者，将课堂真正的还

给学生，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 

二.利用 Airplay 镜像技术实现化学实验教学的互动性 

在化学实验课堂教学中，尤其是重视基础操作的初中课堂中，保证实验操

作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是极其必要的。 

在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中，只能依靠教师一对一地来校正学生在实验过程

中的细节和一些错误，缺乏时效性，这不仅仅会引起实验结果的不正确性，还

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安全问题。在一些会使用到酒精灯相关实验中，学生出现不

符合规定的操作，例如，用嘴吹灭酒精灯就可能导致实验室失火，教师如若不

能及时发现、纠正这类型的错误，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我帮助化学教师在实验课堂中引入 Airplay 镜像技术通过实时投影来观察学生

整个操作过程。 

Airplay 镜像技术是在 iOS 设备安装 Airserver 客户端，使用 AirPlay 可

以直接从 iOS 的设备上的不同位置播放视频、音乐还有照片文件，即通过

AirPlay功能可以实现影音文件的无线同步播放。 

 

 

 

 

 

 

 

在实验课的教学中，将正确操作通过此项技术投影到电子白板上让学生比

对自己的实验操作，发现问题，纠正错误，能够第一时间解决课堂中的实验问



 

 

题，让学生高效吸收实验知识与提升技能，提高实验质量；投影一些有代表性

的错误实验操作，让学生们分组讨论并分析错误原因以及会造成的影响。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在《复分解反应》探究实验，由于各个小组选择的是不同的药品而且实验

原理不尽相同，得出的实验结果也是不同的。投影每组同学的实验结果并由学

生讲解实验原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尊重了化学实验的客观真实性，还实

现了化学实验的共享，实现了实时互动，解决了实验问题以，营造了课堂教学

的时空共有、内容共创、意义共生、成功共享的高效的互动学习氛围。 

三.制作动画视频了解实验原理，培养学生探究实验的能力 

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识发展规律来说，他们处在以形象思维为主逐渐

向以抽象思维为主的过渡时期，虽然年龄稍有增长，却仍保持着读小学高年级

时的习惯。传统的课件、分子模型等手段在体现“直观性原则”上可以发挥重

要的作用，然而不能帮助学生理解动态的变化过程；单靠语言来描述，缺乏动

态流程，往往不能使学生深刻理解。 

在学习《酸碱中和》这一节内容时，盐酸溶液与氢氧化钠溶液中的离子分

布，氢氧根离子与氢离子结合生成水的形成过程以及反应实质是本节教学重难

点，同时这三步又是环环相扣的动态过程。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过

程，我使用 iMac 中的 Keynote 软件制作了一个离子运动的视频动画来表现了

酸碱中和的过程，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动画进行学习、思考、讨论、总结出反应

的实质。 

 

 

 

 

 

 



 

 

在讲《原子的构成》时，为了让学生理解原子的构成，先让学生观看

Flash 动画：居于中心的一个运动着的“球体”几个“粒子”围绕“球体”高

速运动。这样使原本看不见、摸不到的原子向感性化、形象化理解，这样一

来，课堂气氛也活跃了。另外一些抽象的、难理解的内容，如电解水的化学反

应过程也可以应用电子媒体教学。动画模拟“水分子”，分别拆为原子，最后

重新组合为“氢分子”和“氧分子”的过程。通过这些动画中学生深刻体会到

微观世界的奥妙，形象地构建起自己对微观世界的认知结构，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化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在分子、原子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性

质、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科学。分子原子层次的变化是微观而抽象的，视频、动

画凭借其可以变抽象为直观,变微观为宏观；变静为动,变虚为实,能够丰富了

教学内容,优化了教学过程，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的思维得到

了发散，实验探究能力得到了提高。 

四.不能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剥离开来。 

作为化学学科实验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信息网络化技术绝非是一把万能

钥匙，它不能够完全取代现行教学方式。在教学中，应该深入研究和恰当地设

计、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使之与其他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才能优化课堂教

学，体现出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真正价值。 

以上是我与化学教师在实验课堂的几点尝试。激发学习兴趣，体验科学探

究、训练科学方法，学习化学知识，学会团结合作是化学实验的主要功能。信

息化网络化技术的运用为化学实验课程的教育教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它极

为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诸多不足，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知识存储、

传播和获取的方式。目前学校数字化校园的建设；智能化的教育教学管理方

式；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的完善，借助于信息技术来实现的现代教学手段使得知

识的传递和呈现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给教育教学活动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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