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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谐、健康的生态
课堂构建成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与不断研究实践的重要课题。生
态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为学生构建起以学生为主体的交流学
生空间，将学生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束缚之下解脱出来，让教
师与学生之间可以就教学问题开展双向的交流与互动。 因此，
针对如何构建初中化学生态课堂的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1.以生为本，创造生态课堂
课堂作为初中化学教学开展的主要场所， 在生态课堂构

建中，要基于“环境造人”原则，将学校视为一个大的教学环境，
将课堂这个学生主要的学习与生活场所视为这个大环境下的
小单位，以学生为生态课堂构建的主体。 尊重以学生全面发展
的教育理念，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化学课堂活
动中，多感受，多体验，多质疑，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经历知
识的学习与质 疑、讨 论、总 结 的 过程 中，获 得生 态 化 学课 堂 构
建。 例如在进行化学方程的复习教学时，教师可以设计如下练
习题：将二氧化碳与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通过足量燃烧的氧化
铜时增加了 2 克的气体质量，在进行化学反应后将生成多少克
的铜？ 学生基于已经学过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可以得出 8 克铜
正确答案。 但有的同学对于这一化学方程式有其它的解法，认
为要先求出氧化铅的质量， 将参与反应的氧化铅质量设为 X，
以 X×[16/(16+64)]×100% =2 的公式计算后得出氯化铅质量为
10 克，获得生成 8 克铜的答案。 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基
于以生为本理念，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从
不同的角度对问题提出分析。 通过质疑、讨论、总结的教学过
程，突出了生本地位，也实现了生态课堂的构建。

2.创造情境，打造生态课堂
环境与生态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初中化学

课堂是学生与教师进行学习活动的生态环境，而通过良好情境
的创造，可以为学生创设更加良好的教学情境，对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能力进行提升，使学生的化学思维能力与化学学习效率
得到提升。因此，在初中化学生态课堂构建中，教师要善于结合
学生生活实际，进行生活情境创造，将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生
活小知识与化学学科进行密切联系，使学生身处生活化的教学
情境中，获得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
进行“二氧化碳的性质中干冰”知识点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回忆， 在一此综艺节目中经常可以舞台上放出许多的云雾，
这些云雾是用什么化学物质做成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
没有其它的用途？ 通过这种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教学情境创造，
可以快速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此外，进行“实验室制取氧气”
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实验内容为学生创造问题情境，如为什
么管口要略向下倾斜，为什么要放一团棉花在高锰酸钾制取氧
气时的试管口？ 在实验结速后如果先熄灭酒精灯，后将导管移
出水面，会产生怎样的后果。通过问题情境创造，将使学生在实
验探究过程中，更加精细的进行实验操作，掌握实验室制取氧

气的正确方法。
3.学习合作，构建互动生态课堂
新课改明确提出，在教育开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小组合

作的积极探究作用，并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环境。 基于生态课堂
构建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基于不同学生的知识水平与
能力，进行合理的小组人员编排，其次，在合作学习中，要放手
让学生自主去探究，给予学生广阔的思考与发挥空间，在实现
合作意识培养的同时，也构建起良好互动的生态课堂。 初中化
学具有极强的科学性特点，在学习与实验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
出现各种错误，在进行小组合作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知识与实验探究，由小组长对成员的课堂练习
进行批改，集体分析与纠错。 教师再抽取学生小组合作中错误
率最高的题目进行统一分析与讲解。 以学习合作的方式，合作
纠错的过程，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帮助学生在不断的反思与
总结中构建起全新的化学知识体系。

4.实践体验，丰富化学生态课堂
为了创造出生动的，“活”的化学生态课堂，教师要运用化

学知识为学生创造丰富的实验体验， 将固定的教学知识点，融
入到学生的实践生活中来。 例如在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针对
学生喝可乐时冒出气泡，在用气摇晃可能后会出气泡井喷的实
际体验，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化学知识对这个过程进行演
示。 如运用矿泉水与可乐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液体的分别，继
而引导学生了解，可乐中溶解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在打开可乐
瓶后，二氧化碳的压强变小，在水中的溶解度减少，二气化碳就
会溢出产生大量的气泡。在结合学生生活实践进行知识点探究
后，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一次自制汽水的
实践活动。通过动用碳酸氢钠、柠檬酸等物品的应用过程，使学
生了解到汽水的制作原理，对于二氧化碳的性质以及气体溶解
度等内容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种抓住生活实践，组织学生
的实践方式，将使学生在生态的化学课堂中获得化学知识与生
活经验的丰富。

5.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化学生态课堂构建中，教育工作者要基

于化学学科特征以及初中阶段学生学习状态， 思维能力等，树
立起先进的教学理念，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教
学方法，不断丰富化学课程教学，进行绿色化学实验，打造高效
化学生态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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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构建初中化学生态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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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下的初中化学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将课堂教学视为一个特殊的微观生态系统，将教师以及
学生视为微观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主题，进行生态课堂的教学模式构建，通过打破封闭式与非生态式的教学环境，加强与外界信息
内容的交换。 在初中化学生态课堂教学中，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基于每一个学生需求、个性发展的现代化教学手段，通过生态课
堂的构建，真正实现教学与学生发展的统一，强调学生的健康成长，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学生，使得学生在课堂活动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得到提高。 以下，本文就从几个方面对如何构建初中化学生态课堂的策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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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课堂效率。
综上，要打造初中地理高效课堂，需要从教师和学生两方

面共同努力，形成合力。作为教师，我们要注重提升自身的专业
素养，转 变教 学 方 式，利 用 多 媒体 技 术，培养 学 生 地理 学 习 兴
趣。 此外，我们还要设法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明确其学习目
标，鼓励学生参与到小组探究的学习中去。总之，构建初中地理
高效课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创新，
作为初中地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结合新课程理
念，不断的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为实现高效课堂的

构建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周海娟 .如何构建素质教育下初中 地 理的 高 效 课堂 [J].

考试周刊，2011 年 55 期.
[2]扈 小 龙 .高 效 课 堂 在 地 理 课 堂 的 运 用 [J].品 牌 (理 论 月

刊)，2011 年 03 期.
[3]刘金果.新课程背景下初中地理教师专业发展研究[D].

重庆师范大学，2010 年.

科学·自然

16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