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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学”理念应用于初中化学课程安全素养培育的有效路径
季静玉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江苏 南通 226300）

摘要：在“悟学”理念下，如何挖掘化学中的德育元素，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将安全素养培育贯穿初中化学教学全过程，培

养学生的道德素养，促进学生安全素养的提升，成为初中化学教学改革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悟学理念”应用入手，明确初中化学课程安

全素养培育目标，探讨学生安全素养培育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悟学”理念；初中化学；安全素养；培育；路径

引言

“悟学”理念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自主感悟、深度思

考来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并形成独特的学习体验与认知。在这

一理念下，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积极主动的探

索者，在不断感悟知识的过程中，实现学习能力与学科素养的双

重提升。初中化学课程具有知识点繁杂、实验性强、与生活实际

联系紧密等特点。化学安全是初中化学渗透德育的重要方向，但是，

当前初中化学安全素养培育现状不容乐观。部分教师过于注重知

识传授，忽视安全素养培养；教学方法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且安全知识的讲解缺乏系统性与连贯性。由此，将“悟学”理念

与初中化学课程安全素养培育相结合十分必要。

一、“悟学”理念应用于初中化学课程安全素养培育的三个

关键目标

（一）培养化学安全意识

为提升学生的化学安全意识，教师可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

在课堂上，通过展示化学安全事故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事故的

严重性，如播放违规操作化学实验导致爆炸的视频，引发学生对

安全的重视。开展小组讨论活动，给出特定化学场景，如实验室

中不明化学物质泄漏，组织学生讨论应对方法，激发他们主动思

考安全问题。还可邀请专业人员举办讲座，分享实际工作中的化

学安全案例。

当学生安全意识提升后，会在行为上有所体现。面对危险化

学物质时，他们会主动保持距离并严格按规范操作；在实验操作中，

能自觉遵守安全规则，实验前仔细检查仪器，实验过程中严谨操作，

不再随意违规。

（二）扎实掌握安全知识

学生应掌握的化学课程相关安全知识广泛，以下为初中生需

要掌握的安全知识要点：

1. 化学物质的毒性

一氧化碳有毒，会与血红蛋白结合使人缺氧；氯气有强烈刺

激性和毒性，吸入会损伤呼吸道。

2. 化学反应的危险性

燃烧反应若在有限空间剧烈进行可能引发爆炸；氧化还原反

应中某些物质反应剧烈可能失控。

3. 实验室安全规则

实验前预习实验内容，熟悉安全注意事项；使用酒精灯时，

用火柴点燃，不能用燃着的酒精灯去点燃另一盏；取用化学试剂

遵循“三不”原则，不直接接触、不品尝、不凑近闻。

为确保学生牢记这些知识，教师可通过定期测验、课堂提问

等方式强化记忆，还可组织知识竞赛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三）熟练运用安全技能

学生需具备多种实际安全技能。以正确使用灭火器应对化学

火灾为例，操作要点如下：首先，提起灭火器，检查压力指针是

否在绿色区域，确保灭火器正常可用；然后，拔掉保险销，握住

喷管前端；站在上风方向，距离火源约 3 米处，对准火焰根部按

压压把，左右扫射，直至火焰熄灭。

在化学实验中遇到突发情况，如试剂打翻，应立即停止实验，

用湿布覆盖打翻的试剂，防止扩散；若有试剂溅到皮肤上，立即

用大量清水冲洗，再根据试剂性质进行后续处理。为让学生熟练

掌握这些技能，学校可组织实践训练，模拟真实场景，让学生反

复练习，提高应对能力。

二、“悟学”理念应用于初中化学课程安全素养培育的主要

途径

（一）融入课程教学内容

首先，在理论知识讲解环节，教师应多挖掘化学安全方面的

新闻热点，如将焚烧秸秆产生的安全问题引入课堂中，让学生以

小组方式，探究和总结秸秆焚烧对人类安全的威胁。还应利用课

程教学内容，渗透化学安全知识，当介绍氧气性质时，除说明其

助燃性用于支持燃烧，教师还应强调在纯氧环境中，物质燃烧剧

烈，若操作不当易引发火灾，如铁丝在氧气中燃烧实验，要控制

铁丝的量和燃烧速度。其次，教师应设计体验性的实验教学活动，

如“纸筒喷火”“大炮开火”“火山爆发”“烧不坏的手帕”等，

还要注重安全技能实践训练，实验前详细讲解仪器使用安全，如

使用托盘天平要避免药品腐蚀托盘；介绍试剂取用规范，如取用

强氧化性试剂不能用手直接接触。实验中，时刻提醒学生规范操作，

如加热液体时，试管口不能对着人。通过这样的融入，学生能在

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自然接受安全知识，形成安全思维习惯，

提高学习过程中的安全防范意识，让安全理念贯穿化学学习始终。

（二）融入化学安全主题课程

化学安全课程建设要从现实生活出发。首先，在组织形式上，

教师应提前收集学生感兴趣的化学安全问题，设计化学安全教学

主题，内容涵盖各类化学物质的安全储存、运输，以及生活中常

见化学危险的应对，如家庭清洁用品混合使用的风险。其次，开

展化学安全事故模拟演练活动，教师可设定不同场景，如根据自

热火锅易燃易爆特征，利用视频演示使用不当带来的后果。演练

前，讲解事故原理和应对方法；演练中，学生分组参与，模拟报警、

疏散、应急处理等环节。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后，既能系统深入学

习化学安全知识，亲身体验事故应对过程，培养用火安全意识，

又能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和应急反应速度，面对真实危险时更冷静、

准确地处理。

（三）融入校园安全文化氛围

首先，在校园环境布置方面，在化学实验室张贴醒目的安全

标识，如剧毒、易燃、易爆标识；在走廊设置化学安全知识宣传栏，

定期更新内容，介绍最新化学安全研究成果和生活化学安全小贴

士。其次，宣传标语展示上，在校园主干道悬挂横幅，如“化学

实验重安全，规范操作记心间”；在教室张贴标语，如“安全是

化学学习的基石”。浓厚的氛围能让学生在校园生活中随时接触

化学安全信息，潜移默化增强安全意识。学生在这种环境熏陶下，

会更加重视化学安全，将安全意识内化为行为准则，养成良好的

化学安全习惯。

三、化学课程安全素养的知识清单梳理

（一）化学物质性质相关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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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氧化碳（CO）

无色、无味、难溶于水的气体，具有可燃性、还原性和毒性。

有毒，极易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使人体缺氧，导致中毒甚

至死亡。

2. 氯气（Cl2）

黄绿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密度比空气大，能溶于水，

具有强氧化性。有强烈刺激性和毒性，吸入会损伤呼吸道，严重

时可致人死亡。

3. 硫酸（H2SO4）

无色、粘稠、油状液体，具有吸水性、脱水性和强氧化性，

腐蚀性强。强腐蚀性，若不慎接触皮肤或眼睛，会造成严重灼伤。

4. 氢氧化钠（NaOH）

白色固体，易溶于水，溶解时放出大量热，具有强腐蚀性，

能与油脂反应。强腐蚀性，对皮肤、衣物等有强烈的腐蚀作用。

5. 酒精（C2H5OH）

无色透明、具有特殊气味的液体，易挥发，能与水以任意比

例互溶，具有可燃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为让学生牢记这些知识，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展示化学物质性

质实验视频，配合生动讲解；组织小组活动，让学生制作化学物

质性质与安全风险卡片，互相交流学习。

（二）化学反应过程安全知识

在初中化学中，各类化学反应在不同条件下存在多种安全问

题。例如燃烧反应，若在有限空间内剧烈进行，产生的大量热和

气体无法及时扩散，就可能引发爆炸，如加油站附近空气中有挥

发的汽油蒸汽，遇明火就可能爆炸。氧化还原反应中，一些活泼

金属与酸反应，若金属用量过多、酸浓度过大，反应可能过于剧

烈而失控。

对于这些安全隐患，应对措施包括：控制反应条件，如控制

燃烧反应的反应物浓度、反应空间；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实验时，

严格控制反应物用量和浓度。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可通过演示实验，

让学生观察不同条件下反应的剧烈程度，引导学生思考安全问题。

如在氢气还原氧化铜实验中，强调先通氢气排尽装置内空气再加

热，防止氢气与空气混合加热爆炸，让学生理解实验操作顺序与

安全的关系。

( 三）实验室安全规范知识

1. 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

试管：加热时液体体积不超过试管容积的 1/3，先预热再集中

加热；酒精灯：用火柴点燃，用灯帽盖灭，禁止用嘴吹灭，酒精

量不超过容积的 2/3 且不少于 1/4；托盘天平：使用前调平，称量

时左物右码，砝码用镊子夹取，药品不能直接放在托盘上。

2. 化学试剂的储存和取用

储存：固体试剂存于广口瓶，液体试剂存于细口瓶，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试剂单独存放；取用：遵循“三不”原则，不直接接触、

不品尝、不凑近闻；取用量：按实验要求，无要求时取最少量，

液体 1 - 2mL，固体盖满试管底部。

3. 实验操作流程

实验前：预习实验内容，熟悉实验目的、步骤和安全注意事项，

检查仪器药品是否齐全完好；实验中：严格按步骤操作，注意观

察现象并记录；实验后：整理仪器，清洗玻璃仪器，将药品放回

原处，处理好实验废弃物。

为让学生遵守规范，教师可安排专门实验课进行规范操作练

习，对学生操作进行现场指导和纠正；开展实验操作竞赛，以赛

促学，提高学生对规范的重视和遵守程度。

四、家校共育视角下培养学生安全素养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家校沟通机制

搭建畅通的家校沟通渠道，是保障化学课程安全素养培育效

果的重要基础。学校可定期召开家长会，每学期安排 1-2 次专门

针对化学安全素养培育的家长会。在家长会上，教师详细介绍本

学期化学课程中安全素养培育的目标、内容和计划，分享学生在

课堂上的表现，以及在安全知识学习、技能掌握方面的进展与不足。

建立家长微信群也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教师在群内及时发布化学

安全学习资料、实验通知等信息，家长可以随时反馈学生在家中

的学习情况和疑问。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家校信息的实时互通。

为确保沟通的有效性，化学教师要及时回复家长的信息，定期收

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反馈调整教学策略。同时，引导家长

积极参与讨论，形成良好的沟通氛围，共同促进学生化学安全素

养的提升。

（二）邀请家长参与安全教育

学校积极组织各类家长参与的化学安全素养教育活动。亲子

化学安全知识竞赛是一项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学校提前

准备竞赛题目，涵盖化学物质性质、安全事故应对等方面的知识。

活动当天，家长和学生组成小组参赛，通过必答题、抢答题等环节，

激发亲子间的合作与竞争。家庭化学实验安全监督活动，则鼓励

家长在家中监督孩子进行简单的化学实验。学校提供详细的实验

指导和安全注意事项，家长协助孩子准备实验材料，监督实验过程，

确保操作安全。家长参与这些活动，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还能

深入了解化学安全知识，为孩子树立重视安全的榜样。学生在家

长的陪伴和参与下，学习积极性更高，对化学安全知识的理解和

记忆也更加深刻，安全意识和技能得到有效提升。

（三）营造化学安全家庭氛围

家长在家中要注重营造化学安全氛围。在储存家用化学品方

面，将清洁剂、消毒剂等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避免误食。不

同种类的化学品要分开存放，防止相互反应产生危险。日常生活中，

家长要教导孩子注意化学安全。比如，使用燃气后及时关闭阀门；

提醒孩子不要随意混合不同的清洁用品，防止产生有害气体。家

庭环境对学生安全素养培育至关重要。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接

触和实践化学安全知识，能将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紧

密联系起来，形成良好的安全习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助

于学生将化学安全素养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进一步巩固和提

升在学校所接受的安全教育成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化学课程中应用“悟学”理念，深入培养

学生安全素养，关系到化学课程德育功能发挥、学生安全素养的

提升。因此，教师应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深入挖掘“悟学”价值，

通过挖掘生活热点新闻、开展安全技能实训、组织安全体验活动、

实施家校共育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感悟中理解化学安全知识的重

要性，促使其将所学安全知识内化为自身素养，在面对实际安全

问题时，能运用所学灵活应对，切实提高安全意识与技能，为学

生的化学学习和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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