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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研究
张福哲

（洛南县第二高级中学，陕西 商洛 726100）

摘要：“互联网 +”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成为高中化学课堂教学改革热点，有利于促进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对教材

内容进行拓展，优化课内外教学衔接方式，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高化学课堂教学质量。本文分析了“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

课堂教学改革必要性，探究了当前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融入化学领域前沿科研成果、微课开

展化学实验教学、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构建信息化教学评价体系的策略，让互联网技术赋能高中化学课堂教学，提高化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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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高考改革进一步深化，高考化学命题越来越趋向综合

化、生活化，注重考查学生学科核心素养、跨学科学习能力，这

对高中化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高中化学信息化教学

改革还存在互联网教学资源开发不充分、智慧课堂建设缓慢、混

合式教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影响了高考化学备战、化学课堂教

学质量。基于此，高中化学教师要积极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渗透

“互联网 +”教学理念，深化信息化教学改革，积极构建智慧课堂，

促进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从而提高化学教学质量。

一、“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堂教学改革意义

（一）有利于整合拓展优质化学教学资源

优质教学资源是影响高中化学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也是激

发学生化学学习兴趣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高中化学教师要重

视教学资源开发，巧妙运用互联网搜集优质化学教学资源，例如

近几年高考化学数学试题、趣味化学科普视频等互联网优质教育

资源，有利于拓展教材教学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激

发他们学习兴趣。此外，“互联网 +”背景下， 高中化学教师可

以利用互联网搜集名师教学案例、实验方案，促进互联网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进一步丰富化学课教学内容，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创新化学教学方法

“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师可以运用微课替代 PPT，

动态化展示化学实验操作步骤，加深学生对实验操作步骤的理解，

引导他们根据视频推理实验原理，提高他们思维能力，有利于创

新实验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同时，教师可以积极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运用智能化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与学生进行多元化线上互动，让他们深度参与线上教学，

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便于学生课下进行线上自主复习，帮助他

们巩固知识点，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高中化学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线上教学平台，

根据教学进度更新线上教学资源，例如微课、实验方案、高考典

型例题等，便于学生进行线上自主学习，满足他们个性化学习需求，

并及时回复学生线上留言，为他们答疑解惑，有利于提高他们化

学自主学习能力。此外，教师可以线上发布化学作业，鼓励学生

进行社会调研，让他们探究化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渗透绿色

化学、环保理念，让学生感受化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利于提

高他们化学知识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四）有利于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师可以利用线上教学平台、

大数据等监测学生线上学习、小组合作探究学习过程，开展过程

性评价，及时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便于开展针对性

指导，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和评价质量。同时，教师可以开展线

上教学评价调研，为学生发放线上调查问卷，让他们对近期线上

与线下教学、作业设计质量、实验教学等进行评价，根据他们的

反馈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从而提高化学教学质量。

二、“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学现状分析

（一）对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和应用不充分

“互联网 + 教育”模式已经成为高中化学教学改革的必然趋

势，为教师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但是很多教师对互联网优质

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却不够充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教师更注重搜集各大教学平台高中化学优秀教学案例、高考典型

例题，却忽略了开发优质的化学实验设计方案、化学领域前沿科

研成果等素材，导致互联网教学资源类型相对单一，对学生缺乏

吸引力。第二，部分教师没有对开发的互联网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分别讲解微课、高考例题和化学实验方案，影响了知识点之间的

衔接，难以发挥出互联网教学资源优势。

（二）信息技术运用方式比较单一

高中化学教师信息化教学理念比较传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

比较单一，往往局限于某一种信息化教学方法，没有把不同信息

化教学模式整合起来，影响了“互联网 + 教学”模式发展，影响

了智慧课堂建设进度。例如教师更习惯利用微课创设教学情境，

却忽略了利用微课、线上教学平台开展实验教学，难以对学生化

学实验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进行指导，影响了学生实验操作能力

提升，也让高中化学信息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混合式教学设计不太合理

“互联网 +”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成为高中化学教学改革热点，

但是目前高中化学混合式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教师混合

式教学设计不太合理，重点聚焦线上教学设计，忙于制作微课、

设计线上测试题，但是却忽略了根据线上教学数据设计线下教学

方案，导致线上与线下教学脱节，影响了混合式教学质量。其次，

教师在混合式教学中忙于讲解知识点，与学生的有效互动比较少，

难以及时掌握学生线上学习状态、知识点掌握情况，影响了线上

教学质量。

（四）教学评价方式缺乏创新

“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师延续了传统的“书面考

试 + 作业质量”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方式，没有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开展教学评价，难以及时了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缺少过程性评价，影响了课程教学评价质量。此外，教师虽

然通过调查问卷搜集了学生对化学课教学的建议，但是对学生评

价数据分析不到位，缺少师生双向反馈，难以开展针对性教学，

无形中影响了高中化学教学质量。

三、“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策略

（一）开发互联网优质教育素材，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高中化学教师要积极应对“互联网 +”时代挑战，开发互联

网优质教育资源，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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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化学教学质量奠定良好基础。首先，教师要丰富数字化教

学资源类型，分为教学设计、实验方案、前沿科研成果、高考例题、

社会实践等模块，并及时把相关教学资源发布上线上教学平台上，

为学生提供海量优质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便于他们线上查找和下

载教学资源，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搜集大单

元教学案例，对教材大单元教学内容进行拓展，把单元知识点串

联起来，丰富化学复习课教学资源，还可以与大单元主题相关的

高考例题，让学生了解新高考命题趋势，帮助他们掌握大单元教

学知识点。其次，教师要注重化学实践教学资源开发与运用，搜

集化学综合实践活动案例，把化学概念、化学方程式等理论知识

和生活化案例相结合，建立生活化案例资源库，利用其指导学生

进行课下社会实践，引导他们利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促进

他们化学素养发展，发挥出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优势，为推动高

中化学数字化教学改革奠定良好基础。 

（二）导入化学领域前沿科研成果，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互联网 +”背景下高中化学教师可以搜集微博、B 站、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化学领域前沿科研成果，丰富德育教育素材，增

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从而提高化学课堂德育教育质量。

例如教师在讲解《乙烯与有机高分子材料》一课时，可以导入我

国科学院高彦山研究员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唐勇团队联合研

发可循环聚烯烃材料的相关新闻，展现我国科研人员在高分子材

料研发领域取得的成就，弘扬中国科研人员开拓创新、自强不息、

永不言弃的科研精神，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同时培

养他们科研精神。高彦山和唐勇团队以乙烯 /α—烯烃为原料，成

功设计、合成具有可循环回收能力的聚烯烃新材料。这种新材料

不仅具有与传统聚烯烃材料相似的热力学和机械性能，还具备更

好的粘附性、材料相容性，是聚烯烃领域的重要突破。教师可以

为学生讲解该成果相关的高密度聚乙烯（乙烯均聚）、线性低密

度聚乙烯（乙烯与 α- 烯烃共聚）等相关知识，加深他们对聚烯

烃结构与性能优势的了解，让他们关注到乙烯材料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让他们辩证看待有机高分子材料。此外，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关于塑料、橡胶、合成纤维材料的相关科研

成果，丰富他们化学知识储备，提高他们数字化学习能力。

（三）微课开展化学实验教学，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化学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创设实验教学情境、开展实验教学课

前预习指导，创新化学实验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化学实验学习兴趣，

提高他们化学实验操作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氧化还原实验时，

可以利用微课演示铁粉和氯化铜溶液反应、氧化铜和木炭的实验

操作视频，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强调各个实验试剂的用量，

并在微课中布置预习任务，要求学生写出实验相关的化学方程式，

并让他们分析实验中的氧化剂、还原剂，提高他们课前预习质量。

第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重温微课实验内容，让他们探究氧化与

还原反应之间的关系，指导他们从各个元素化学价变化视角来分

析氧化还原反应，提高他们逻辑思维能力。有的学生认为铁粉与

氯化铜溶液反应：Fe+CuCl2= FeCl2+Cu，CuCl2 中铜元素化合价降

低，发生还原反应，被 Fe 还原，得到了 Cu，而 Fe 中的 Fe 元素

化合价升高，发生氧化反应，得到了 H2O。第二，教师可以在微

课中利用双线桥分析氧化还原中的电子转移方向和总数、元素化

合价升降，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氧化还原反应，进而提高他们化学

实验操作能力。学生课下可以根据微课复习化学实验相关知识点，

及时查漏补缺，并和其他同学讨论实验操作步骤、实验现象和原理，

进一步提高化学实验学习效率。

（四）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构建智慧课堂

高中化学教师可以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展线上

互动、小组讨论，针对线上教学数据开展线下教学，做好线上与

线下教学衔接，从而提高化学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在《铁及其化

合物》线上教学中可以导入 Fe0、Fe203、Fe3O4 相关资料，引导

学生探究铁和这三种化合物的化学性质、生活中的运用案例，鼓

励他们进行线上小组讨论，活跃线上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线

上互动与讨论的积极性。学生可以线上讨论在铁的化合物中，分

析 +2，+3 价在铁的化合物中的体现，并对 Fe0、Fe203、Fe3O4 溶

解性、稳定性和用途进行讨论，并通过弹幕阐述自己的结论，积

极参与到线上互动中，掌握铁及其化合物的相关性质，提高线上

学习效率。教师要对学生讨论结果进行点评和补充，例如 Fe203

为红棕色粉末，难溶于水，广泛应用在油漆、涂料中，起到防水

的作用；Fe0 为黑色粉末，难溶于水，不稳定，难以运用在化工、

生物制药等领域；Fe3O4 为黑色晶体，难溶于水，比较稳定，运

用于打印机或复印机的墨粉制作，为学生答疑解惑。此外，教师

可以汇总混合式教学平台数据，例如学生线上发言次数、课件下

载量等，明确线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生感兴趣的知识点，把

这些知识点作为线下教学重点，优化线上与线下教学衔接，巩固

学生线上学习成果，发挥出混合式教学优势，完善化学智慧课堂

教学模式。

（五）开展智能化教学评价，提高化学教学质量

首先，高中化学教师可以利用混合式教学平台开展过程性评

价，根据学生线上学习、互动发言、作业完成质量等进行评价，客观、

全面指出他们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过程性评价的准确性。

例如教师可以汇总学生线上发言次数、线上作业完成质量、化学

实验报告等数据，对他们自主学习能力、团队精神和思维能力等

进行评价，完善过程性评价指标，从而提高化学教学评价质量。

其次，教师可以通过发放线上调查问卷的方式开展教学评价，让

学生参与到线上教学评价中，构建良好的师生双向互动反馈模式。

例如教师可以搜集学生对化学实验教学、作业设计、混合式教学

等的建议，了解他们对化学学习资源的需求，有针对性上传数字

化教学资源，并及时更新高考相关例题，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进一步优化化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而提高化学教学有效性。

四、结语

总之，高中化学教师要树立“互联网 +”教学思维，根据教

学内容灵活选择信息化教学模式，巧妙运用微课开展课前预习指

导、实验教学，提高教学趣味性，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构

建化学智慧课堂，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此外，教师可以利用

大数据开展化学教学评价，提高教学评价准确性、科学性，及时

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循序渐进提高化学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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