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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建立学生的微粒观
雷　茜

（广西南宁市第十四中学，广西 南宁 530023）

摘要：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版）指出：“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转化及其应用的一门

基础自然科学，其特征是从微观层面认识物质，以符号形式描述物质，在不同层面创造物质”。为了引导学生从微观角度理解化学知识、

认识世界，高中化学教师要将微粒观渗透于日常教学，引导学生从分子、原子的视角，对物质和化学反应进行理解。基于此，笔者结合

教学实践对如何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微粒观这个问题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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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构成了世界万物，引导学生“用

微粒的眼光看世界”，可以帮助学生对化学现象的本质形成深刻

理解，让他们走进富有神秘色彩的微观世界。教师要基于学生微

粒观培养，优化教学策略、精选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路，将抽

象的微观世界直观化地展示给学生，促使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

对化学知识进行多角度探究。

一、高中生化学微粒观的构建原则

（一）直观性原则

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化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教

师要将模型、图片、实物等资源充分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引导学

生以直观感受为基础，进行知识探究。教具选择要与学生年龄、

知识特点相适应，以便促进学生直观化认知的形成与积累。具体

而言，教具选择应坚持直观性原则，对当前教学环境、学生认知

思维、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二）趣味性原则

学习兴趣是影响学生学习热情和效果的关键因素，高中化学

教师要同时扮演启蒙者、知识的传授者的双重角色，帮助学生培

养从微观角度学习化学、认识世界的兴趣，促进学生化学微粒观

的形成。教师可充分利用活动、模型、实验等方式，对课堂内容

加以丰富，使学生的化学知识探究兴趣被充分激发出来。

（三）目的性原则

在学生微粒观培养中，教师应做到目标明确。教师必须对学

生学情进行准确把握，在开展设计教学之前，确定要引导学生掌

握哪些知识、提升哪些能力、形成何种情感态度和学习习惯。在

此基础上，教师才能够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在正式开展学习

之前了解自己要完成哪些学习任务，达到何种学习目标。

二、学生微粒观培养策略

（一）问题情境创设，促进微粒观培养

质变始于量变，知识基础决定了理解深度，所以教师要引导

学生学好基础知识，为学生微粒观培养做好准备工作。学生夯实

知识的过程，是其思维发展、微粒观形成的过程，教师，可以从

学生的学习过程出发，创新问题情境创设模式，帮助学生逐步实

现基础积累、微粒观培养。

例如：引导学生学习甲烷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对教材上

的案例进行补充，结合学生所熟悉的甲烷应用场景，为学生创设

问题情境。从整体上而言，问题情境创设要坚持整体性、层次性、

科学性、有效性原则，以便发挥导学问题对学生思维的启发作用，

促使学生从微观角度主动探究甲烷性质。从教学过程上来看，教

师要注意对学生课堂参与状态以及问题输出指导作用的观察，确

保问题情境创设能够促进学生微粒观培养。笔者讲解这部分内容

时恰好是下午，学生比较容易困倦。考虑到学生学习状态对微粒

观培养效果的影响，笔者将电子图片与课堂提问结合起来，为学

生构建信息化问题情境，帮助学生调节课堂参与状态。教师抛出

问题之后，可以随机邀请学生谈一谈其所见过的甲烷应用场景，

以及这些场景利用了甲烷的何种性质，引导学生从微观粒子角度

认识宏观的生活问题。

（二）现代化知识呈现方式，促进微粒观培养

作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网络资源具有开放性和丰富性特点，

教师俯首即拾。高中化学教学要充分借助网络资源，对知识呈现

方式进行创新，引导学生通过终端设备构建对抽象内容的直观认

知。在现代化知识呈现方式的辅助下，学生可以对肉眼难以观察

到的粒子运动过程进行观察，从而形成微粒观。

例如：教学氯的相关化学知识时，教师可以将 VR 虚拟现实、

3D 动画、慕课等现代化教学技术综合应用于学生微粒观培养。首

先，教师为了引导学生对氯及其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建立起空间认

知，可以借助慕课技术为学生呈现具备类似宏观结构的常见事物，

帮助学生建立思维模型。其次，教师借助 VR 虚拟现实技术，对

微观世界的粒子的运动形态进行模拟，使得氯及其化合物的相关

知识在学生眼中变得生动、可感起来。再次，通过 3D 动画将 84

消毒液的应用场景导入课堂教学，促使学生从生活应用的角度认

识氯及其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帮助学生在微观粒子结构与物质宏

观性质之间建构链接。这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利用化学知识尝试解

决生活问题的兴趣，有助于学生站在“实用”角度理解物质的微

观结构。

（三）优化实验教学方式，促进微粒观培养

在学生微粒观培养中，教师要善用学生已有的认识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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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认知物质的微观结构，继而提升化学实验的现实意义和

吸引力。教师可以将一些学生所熟知却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融合

到化学实验教学，并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探究活动，激发

学生对化学实验的探究性学习兴趣，使他们主动通过宏观的实验

现象认知相关化学物质的微观结构。

例：引导学生学习《实验活动 1 乙酸乙酯的制备与性质》时，

教师可以将生活化元素融入实验内容设计，引导学生思考生活的改

善与化学研究的关系、化学现象与微观粒子的关系。首先，教师在

教学化学实验之前，与学生讨论乙酸乙酯在生活中的应用途径，并

借助电子课件对其在染料、医药、香料、油漆、高级油墨等领域的

应用价值进行说明，启发学生思考化学与生活、工作方式的关系。

其次，当学生对乙酸乙酯应用价值的探究兴趣被充分激发出来之后，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教材内容和已经学过的化学知识，设计

乙酸乙酯的制备实验。这一环节，要为学生构建讨论情境，引导他

们思考化学现象、乙酸乙酯制备方法与物质微观粒子结构的关系。

最后，学生进行自主实验设计，对乙酸乙酯的性质进行探究，从宏

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认识乙酸乙酯。学生仍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

操作，并通过讨论或者寻求教师帮助解决实验困难。

（四）优化实践方式，促进微粒观培养

高中生学习紧张，学生能够用在各科的学习时间并不充沛，

为了高效完成学生微粒观培养任务，帮助学生灵活掌握化学知识，

教师要对学生实践方式进行优化。化学学习实践要服务于学生实

验的操作能力、化学规律提取能力、微粒观的形成，从而有效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例如：教师可以对相关化学实验教学进行生活化处理，将某

些学生常见的化学现象、实验材料应用到化学实验中，帮助学生

实现广泛的实践经验积累。首先，教师留心学生生活与兴趣，将

生活案例引入实验教学，并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笔者为学

生展示了一组漂亮的首饰图片，随后将他们被氧化之后的照片拿

给学生观察，通过强烈的对比激发学生思维。其次，提问学生“生

活中人们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利用金属的哪些性质”，由此

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思考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物质化学性质的利用。

比如，暖水瓶里面会沉淀水垢，人们利用食醋进行清洗；为了铝

锅被长时间使用后变黑，人们会在外层增加一层搪瓷。这化学现

象和干预化学反应速度的手段都是较为常见的，教师可以让学生

将生活用具带到课堂上作为化学实验材料使用，指导学生从宏观

的生活经验中探究金属离子的化学性质，认识生活的化学反应干

预行为。再次，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兴趣偏好对导学问题进行创新

设计，以促进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引导他们主动探究化

学反应干预方法与物质粒子结构的关系，促使他们从粒子角度认

识物质化学性质。如此，既可以拓宽学生思维，又可以让化学课

堂真正告别死记硬背。为了促进学生微粒观培养效果的进一步提

升，教师要对学生学习空间进行进一步拓展，帮助学生对化学知

识学以致用。

（五）温故而知新，促进微粒观培养

各个年级段的高中化学知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教师

要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继而完成思维的转变。随着学生学习能

力提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之前学过的化

学知识，以促使学生主动完成知识的升华，强化学生的微粒观培养。

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化学知识的接受能力变化、认

知能力发展，引导学生重新认识氧化还原反应，并借此实现学

生的微粒观培养。首先，化学教师将学生在初中阶段学习过的

氧化还原反应知识引入课堂导入，引导学生“温故”。其次，

在学生回顾氧化还原反应的四大基本类型的基础上，要求学生

对其进行举例说明。再次，教师可以抛出新的问题，化学式

Fe2O3+3CO===2Fe+3CO2 所体现的是哪种反应类型，引导学生“知

新”。此时，学生很快就会发现，无法通过之前所学过的分类方

法对其进行归类。最后，给学生几分钟时间，对四大基本化学反

应类型的局限性进行自主讨论，从而引出新的化学反应类型。为

了深化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教师可借助虚拟实现技术对这一反

应中产生的粒子变化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从原子变化的视角认

识氧化还原反应。教师可以举出一组氧化还原反应的例子，引导

学生进行类比记忆，并引出新的知识点 - 化合价的升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学生微粒观培养中，要重视化学知识应用场景

的还原，以便为学生构建丰富的教学情境，唤起学生的课堂反应。

化学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条件的改变，因此现实生活为高中化

学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教师要将它们恰当的融入教学情境创

设，引导学生在微观粒子与宏观现象、化学知识与生活方式之间

构建联系，促使微粒观能够更好地被学生所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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