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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改革明确指出，教学中要改变课程传授过程倾向，强调学生主动学习态度，关注

学生兴趣和经验，加强课本与生活的联系． 由此可见，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创设教学情境，引导

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发现和探索问题，学习和积累知识，提升自身能力和素养． 基于此，本文以高中

化学学科为例，从构建课堂创设情境的理论框架出发，梳理创设教学情境的一般流程，并提出易操作、可
实施的教学策略，以期提高高中化学课堂教学效果，落实以学生为本，全面发展学生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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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的

“生本理念”，能够从学生的角度设计教学，真正让

学生成为学习主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同时，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何提高学生学习主

动性，让教育教学为学生服务，使学生享受全新的学

习体验，这些问题也成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

战［１］ ． 情境教学法能够基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创

设教学情境，以学生兴趣为教学切入点，让学生成为

课堂主体，使书本与生活紧密相连，为学生全面发展

提供有力的教学支持．

１　 课堂创设情境的分类框架

情境教学理论认为，学习活动不是让个体单纯

获得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而是个体与环境的充分

互动，相互作用地参与实践过程． 因此，教学情境是

结合贴近学生现实生活、根据教学需要加工改造而

成的情境． 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

发生的情况，刚好适应教学需要，直接用到教学之

中；第二类是真实的，但信息冗余，需要删除优化，突

出课堂教学重点与问题，经过优化加工，再应用到教

学之中；第三类是虚假的，符合生活现象和学生认知的

艺术改造，为了教学需要而创设的仿真情境．

学生的生活从教学角度来看，多数是“劣构问

题”，缺乏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路径，换句话说，

就是情境结构不够完整，难以应用到教学中． 因此，

教学情境并不是越贴近学生生活越好，越接近真实

情景越好［２］ ． 在满足教学需要、基于学生生活的前

提下，要具备“背景、信息、功能、命令”四部分要素，

如此才能满足课堂创设教学情境的“真实性”“问题

性”“探索性” “实用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落实

“生本理念”． 如图 １ 所示．

２　 课堂创设情境的基本流程

创设教学情境的流程中，明确教学目标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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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教学情境框架

了解学生学情是基础，丰富课程资源是手段，精心设

计教学是根本，预设课堂状况是必备．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教学情境创设流程

第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就是“为什么教学”的

问题． 教学情境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课堂教学目标而

服务的，不能为了“情境”而“情境”． 因此，授课前研

究教学内容、梳理教学重难点、找准教学方法、弄清

课程实质是首要前提．
第二步：了解学生学情，就是“教给谁知识”

的问题 ． 学生是课堂主体，而学习又是个性化的

行为，是学生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丰富、完善

与不断构建的过程 ． 因此，教学情境要贴近学生

真实生活，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技能、经验、动
机、态度等因素，以此创设学生能够接受且满足

学生学习需求的情境 ．
第三步：丰富课程资源，就是“教什么内容”的

问题． 教材中的知识是重要的，但也是局限的，这就

需要教师将校内的、校外的、自然的、社会的资源有

效开发利用起来，围绕学生的学习需求，从中筛选利

于情境创设的资源，引导学生走出书本，将知识应用

在生活之中，更好地为传授教材中的知识而服务．
第四步：精心设计教学，就是“怎么开展教学”

的问题． 情境教学就是教师精心为学生设计的教学

活动，将复杂的学习任务拆解，创设成一个个真实的

学习情境，带领学生探究与体验，以便把学生的探究

与分析引向深处，深入理解与学习知识．
第五步：预设课堂状况，就是“如何应对学生”

的问题． “生本理念”之下，情境的选择与创设都要

基于学生现有的认知，这样才能使“情境”调集学生

已有经验，促成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如果课堂中学

生的言行、态度或疑问超出原有计划，那么就需要教

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及时作出调整，以此满足学

生学习体验与需求．

３　 课堂创设情境的实践路径

３． １　 利用疑惑问题创设教学情境

思维自疑问的惊奇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
充分说明了合理的问题情境在课堂中的作用是不可

替代的． 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发现、分析与

解决的过程完成的，有价值的问题才能使学生积极

主动思考，逐渐由表层观察向深层分析递进［３］ ．
在“胶体”知识点初次教学中，学生对“胶”有着

丰富的生活认知，是“粘”的，如胶水，不粘胶等． 但
对于“胶体”普遍觉得陌生，还很抽象，生活认知难

以借用，“胶体”的概念不仅很难理解，甚至还会产

生错误的联想认识． 因此，教师在授课之前，提出

了由三个问题组成的“问题串” ． 第一问，教师应直

截了当告诉学生，我们使用的“钢笔水”是胶体，并
向学生提问：为什么不同品牌的钢笔水不能混用，
否则容易堵塞钢笔？ 第二问，教师告诉学生，我们

早餐经常喝的“豆浆”是胶体，并向学生提问：为什

么在豆浆中加入卤水或石膏，液体豆浆就会变成

固体豆腐呢？ 第三问，教师告诉学生，我们身体中

的血液是胶体，并向学生提问：手指不小心被锋利

物体割破，为什么滴入少许 ＦｅＣｌ３溶液就能够应急

止血呢？
教师借用生活中的寻常物，向学生提出三个问

题后，一下子就能拉近学生与“胶体”之间的距离．
虽然学生对于“胶体”的概念仍然是十分模糊，但他

们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胶体” 不一定是 “粘粘

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与此同时，学生还会产

生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生活中还有哪些胶体，也想

知道此时此刻自己脑海中“蹦”出的生活物品是不

是胶体，更想知道自己思想意识中的胶体定义是不

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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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基于实验教学创设教学情境

正如科学家李政道所说，化学实验教学怎么强

调都不过分． 化学实验既是化学学科的重要内容，也
是学生探究化学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实验是化学的

基础，更是灵魂． 教师可以结合化学实验的直观性、
形象性、真实性和启发性，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引
导学生在动手操作实验设备、观察记录实验现象、探
究分析实验过程、整理归纳实验结论的体验过程中，
获得化学实验所带来的情感信息，进而获得更多的

感悟与收获，充分理解知识．
如演示实验结束后，教师可以借用实验现象，为

学生创设情境． 讲授金属“钠”知识点时，教师可以

提前将“小钠粒”藏入酒精灯芯处，为学生表演“滴
水生火，水火相容”的魔术，并借用实验现象向学生

提问：为什么用水能够把酒精灯点燃？ 以问为引，将
授课主题自然引入． 如同魔术般的实验现象，不仅能

够给学生带来更感性的认识，还能够激发兴趣，促进

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他们积极探索问题，进而

引入教师的授课节奏．
又如演示实验开始前，教师可以借用实验演

示过程，结合问题，为学生创设情境． 讲授“氯气”
知识点时，演示实验开始前，教师先向学生提问：
氯气溶于水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让学生

带着思考观察实验，与教师一同探究实验． 在实验

过程中，每进行一次实验操作，教师就要提出新的

问题让学生思考． 以“旧问”引出“新问”，让学生

在思考中学会质疑，又在质疑中学会深思，增强学

生实验探究能力．
３． ３　 通过认知矛盾创设教学情境

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同时也是桎梏的枷锁． 人
们在思考问题时，很容易受原有经验与认知的影

响，形成定式思维，用“理所当然”的思维与态度去

分析问题，推导结论，进而形成错误． 学生练习、考
试时做的错题，大多是由于这种因素产生的． 因
此，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就要结合学生的原有

认知，有意识利用学生的“认知矛盾”，创设情境，
让学生把错误呈现在课堂上，使他们能够自己发

现问题，并在惊讶、疑惑的之际，引导学生一步步

纠正错误，形成新的认知．
例如，在金属钠的化学性质知识点教学时，教师

带领学生先复习金属元素活动顺序表后，向学生提

问：金属钠与硫酸铜反应会有什么现象？ 产物是什

么？ 学生片刻思考后，就写下了钠与硫酸铜的化学

式：２Ｎａ ＋ ＣｕＳＯ４ ==ＮａＳＯ４ ＋ Ｃｕ，并争先恐后回

答“会有红色固体沉淀，金属铜被析出” ． 此时，教
师再拿“小钠粒”放入硫酸铜中，实验现象与学生

“预测”的不一样，金属钠漂浮在硫酸铜溶液上，
如同放入了水中一般，并伴随着蓝色絮状物沉淀

产生 ． 现象是 “蓝色” 的，不是学生所想 “红色”
的 ． 此时学生就会惊讶并疑惑 ． 教师借助实验现

象向学生提问“为什么”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探

究 ． 学生激烈讨论后得出，钠会与硫酸铜溶液中

的水先反应，生成的氢氧化钠再与硫酸铜反应，
生成氢氧化铜 ．

新与旧的矛盾、直觉和事实的矛盾、生活与化学

的矛盾等，这些矛盾不仅可以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

欲望，形成良好的课堂氛围，还能帮助学生分析错误

原因，让他们的化学能力和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４　 结束语

创设教学情境能够将学生更好地引入课堂之

中，促进学生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的生成，从而让学

生能够自主探索知识． 将课堂归还给学生，有效落实

“生本理念”，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与综合能力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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