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2), 717-722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300  

文章引用: 杨艳霞, 杜晓媛. 初中化学教学渗透劳动教育的策略探索[J]. 教育进展, 2025, 15(2): 717-722.  
DOI: 10.12677/ae.2025.152300 

 
 

初中化学教学渗透劳动教育的策略探索 

杨艳霞，杜晓媛 

天水师范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甘肃 天水 
 
收稿日期：2025年1月15日；录用日期：2025年2月17日；发布日期：2025年2月24日 

 
 

 
摘  要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初中化学教学中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通过真实的劳动，让学生树

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通过借助化学发展史

实、把握化学实验契机、整合理论联系实际和规范课外实践活动的策略提升学生的综合劳动素养，从而

加深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学习和理解，使得劳动与教育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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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quality education,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infiltrate the labor education into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Students through the real labor set up the correct con-
cept of labor, cultivate good work habits and quality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labor literacy of chemical development, grasp-
ing the opportunity of chemical experiment,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standardizing ex-
tracurricular practice activities, so as to deepen students’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of chemistry, so 
that labor and educ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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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7 月教育部印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

指出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

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1]。同时《指导纲要》中也明确

指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培养学生在劳动中的科学态度、规范

意识、效率观念和创新精神。因此，以上重要文件均反映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的高度重视，强调了劳动

教育在中小学的重要地位。 

2. 劳动教育与化学教学的联系 

劳动教育是指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教育方式，黄济[2]通过对劳动教育的深入研究，指出劳动教

育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劳动技能的训练，二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教导，二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而《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描述了“化学学科的特征是从分子层次认识物质，通过

化学变化创造物质”[3]，可见化学与劳动确有内在联系。众所周知，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而初中学生正处于他们教育途中的基础性和启蒙性阶段，教师有意识的将劳动教育和学生的学习目标、

内容、方式等深度融合，使劳动教育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渗透于化学教学中，让化学劳动成为学

生学习的一种理性自觉[4]。因此教师劳动教育有机渗透到学科教学中，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劳动引导

学生，不仅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而且提高了学生问题解决的

能力，加深对化学学科的理解，从而使劳动与教育相得益彰。 
但是实际教学中一方面由于升学考试、教育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课堂中纸质教材是作为课堂教

学载体和桥梁的重心，教师多以语言传授为主，教授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以智育培养为重心，长期如此

学生被动的接受教师灌输的知识失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会在机械学习中弱化学生将学习的原

理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实际化学教学中，许多教师不了解相关文件，没有明确

的劳动教育的意识，部分教师不能准确把握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与劳动教育目标的内在联系，导致在目标

认知上存在“误解”。 
因此实际教学过程中渗透劳动教育可强化教师和学生的双重劳动意识，提高动手实践解决问题的能

力，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同时使学生学习思维能从低阶到高阶的跨越式提升。 

3. 劳动教育融入初中化学教学的策略 

初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科学态度及责任、化学观念、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思维”等，而初中

教学内容中大致包括化学史实、实验操作和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不同的内容它的侧重点和育人目的都

不尽相同。化学史实类内容包含科学家们经历无数失败后的研究成果，学生通过体会他们艰苦卓绝的劳

动，在科学家的信仰和不挫败的精神的影响下学会尊重劳动，能从观念层次上提高学生的劳动意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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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验的化学教学必然是失败的，通过学生手脑并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从而区别传统的机械学习，促使

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提高学习化学的兴趣。使学生在享受科

学劳动的成就感的同时，也促进学生对化学的认识和理解，从劳动技能角度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在生

产生活中引导学生应用化学知识解决问题，学生运用“望远镜思维”将所学知识“向外扩展”应用于实

际，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最后在课外实践活动中学生通过例如家务活动、社会实

践活动等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收获知识、发散思维、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从而在劳动实践层面中提高学

生的劳动素养。基于以上的分析将劳动教育融入初中化学教学的策略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labor education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图 1. 劳动教育融入初中化学教学的实施策略图 

 
1) 借助化学发展史实，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经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通过在我们实际的生产生活的情境中发现、探索新

知识，总结规律，体验不易的劳动过程并乐于享受其带来的喜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帮助

学生了解化学知识的形成和发展代表无数科学家在不同阶段经过无数次失败最终研究努力的成果，其背

后是无数个科学家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的成果。因此要适当在课堂中通过化学史去渗透劳动教育，利用

鲜活素材去启发、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我国化工专家侯德榜为了研究出联合制碱的具体工艺流程，坚持了五百

多次试验，分析了两千多个样品。如此的爱国情怀和坚持不懈的科学家成为学生学习的劳动榜样。同时

也可以让学生体验先辈们艰苦奋斗的劳动探索精神，深刻领悟科学家研究问题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感受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从而唤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水的组成”的教学中，初步引导学生了解科学

前沿的探究，普利斯特里、卡文笛什通过实证探索证明水不是一种元素，法国科学家拉瓦锡不断重复、

探索前人的实验，并进行相反的实验探究，最后通过分析、总结、归纳，得出结论：水不是一种元素，而

是“易燃空气”和氧的化合物。他们为揭秘水的组成都做出巨大贡献。通过他们的事迹感受科学家们艰

苦卓绝的劳动信仰，激励学生敢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勇气。2015 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开创性地发现抗

疟药物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拯救了数百万人性命。1971 年 10 月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后，创造性地使用

低温乙醚冷浸的方法成功从青蒿植物的成株叶子中提取获得中性青蒿素样品，发现抑制疟原虫的程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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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0%。通过科学家屠呦呦研究抗疟药物青蒿素的艰难历程及以低温、溶解性较大的低沸点溶剂乙醚代

替高温水煎提取青蒿素，感受科学家百折不挠、不畏艰辛、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的劳动精神，树立劳动

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的观念。 
由此可见，利用化学史实类素材均能够较好地渗透劳动观念和劳动精神，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2) 把握化学实验契机，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 
没有实验的化学教学必然是失败的，在传统的化学教学学习到“惰性知识”的学生思维只停留在识

记的低阶思维阶段，弱化了知识的应用迁移价值，长期如此会增加学生学习的疲惫感，减弱学生的学习

动机。而新课标倡导的是以素养为导向的教学，重视学生建构知识时应基于真实情境中，通过学生自己

动手操作实践来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而化学较之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正是实验，化学实验是研究和学

习物质及其变化的基本方法，是增进学科理解、体现学科价值、获取学科认同的有效途径，也是可承载

劳动教育的真实情境。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亲自动手实践操作体会化学学科与科技的融合，享受科学劳

动的成就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化学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化学课程的兴趣，实现学生学习能力和劳动

实践能力的双重提高。最终的目的在于学生通过动手实验和社会生活实践，培养学生劳动意识，提高学

生的劳动能力。 
例如在教学“二氧化碳制取研究”的内容中，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实验室中制取二氧化碳的化学反应

原理，教师通过大理石(或石灰石)和稀盐酸反应制备二氧化碳的常规演示实验使学生在实验中更加直观

观察反应物状态、反应条件，以及实验现象。对二氧化碳溶解性的问题，教师可安排课堂实验活动，学

生自主动手完成人教版教材的实验探究“二氧化碳溶解性实验”。学生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塑料瓶变瘪)得
出结论(二氧化碳能溶于水)。另一方面，教师可利用数字化实验更好的促进学生思维方式的转变，例如在

“氧气的性质”教学中为了探究氧气的溶解性，教师可提前准备样品河水、喷泉水和自来水各一瓶，指

导学生用溶解氧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和电脑连接的实验装置去测定其溶解氧的数据，通过观察各样品溶

解氧的含量曲线，对曲线变化进行讨论分析。根据所呈现出的图像，帮助学生建立“宏观、微观、符号、

曲线”的四重表征间的联系，使学生在这种高阶思维活动中感受微观粒子可视化，从微观层面上更好的

认识化学的本质[5]。并且通过开展有趣简单的课堂实验活动，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与学习化学的

积极性，感受到自己动手实践和劳动的价值所在，同时也能体会到化学这门学科的神奇之处。学生通过

亲自动手实验不仅提高专业能力，而且可以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3) 整合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劳动的兴趣 
素养为本的化学教学倡导在真实问题情境中解决问题，不断建构、更新和迁移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

高阶思维和创新精神。因为化学与人类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学习化学可以更好的解决社会生活

和生产中的问题，在化学教学中注意从实际生产和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使学生在实际情境中体验

化学知识、亲手操作、亲身体验。通过将化学知识原理去融入到劳动情境中，让学生亲身体验理论知识

的实际应用，通过各种化学反应的奇妙现象吸引学生注意力，并且鼓励学生理论联系生活实际去解决问

题，让学生在掌握化学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同时培育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确定学生

“想做、能做、敢做、怎么做”的最近发展区，便于更好的教学。 
例如在教学“燃烧与灭火”内容时，教师通过图片或者视频去展示身边真实燃烧事件，带领学生共

同分析燃烧的原因，进而利用所学的知识与原理总结燃烧所需要的条件是“可燃物、氧气、助燃物”，以

及灭火的相关措施。课堂中学生分组实验体验微型灭火器的灭火过程，同时让学生了解一些发生火灾时

基本的处理逃生技能，以便于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火情时可以正确应用灭火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免因为错误的操作使损失变大。通过燃烧与灭火内容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

受身边真实事件，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通过学习基本的知识、原理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注意事项，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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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劳动的兴趣，增加学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责任感，使学生感受化学的魅力

所在。那么在教学“金属与金属材料”内容中，金属资源的保护和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相关，教师通过

视频课件展示目前一些矿物的可供开采的年限如图 2 所示，启发引导学生思考怎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这些

不可再生的金属资源。首先学生联系生活中铁的锈蚀，并自发形成小组通过实验探究铁锈的原因，进而

解了铁制品的锈蚀条件，引导学生通过探究得出的条件，找寻防止铁制品锈蚀的方法。其次，学生可利

用课余时间对身边的废旧金属进行回收利用以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对化学的劳动兴趣，同时能够培养学生

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 
 

 
Figure 2. Estimated age of some minerals for mining 
图 2. 据估计一些矿物可供开采的年限 

 
4) 规范课外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 
学科的核心素养要求的是学生在化学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的品质和关键能力。

而将劳动教育融入高中化学教学中应该依托于知识传授、价值引导和能力提升三个动态且相互联系的维

度。例如学生在学习“实验室使用大理石(或石灰石)和稀盐酸制取二氧化碳”后能引导学生能利用生活材

料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可以在课后可利用厨房中鸡蛋皮和白醋进行实验，观察记录实验现象。这样不仅

仅巩固加深了对反应原理、知识点的印象，而且加强了化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学习过“水的净化”内容

后，学生课后可利用空塑料瓶、蓬松棉、纱布、活性炭、小卵石等自制简易净水器，并试验它的净化效

果，课余时间同学交流展示互相评价。如此使学生通过这样简单的体力劳动获得知识、拓展思维，并提

升自身综合能力，从而达到以劳增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成果展示被肯定认可时使学生能体会到劳

动的快乐，精神上的满足和自豪能让学生更加自信，促使他们在学习与工作中表现更出色[6]。所以教师

应鼓励学生动手实践，使学生利用化学理论知识获得劳动成果，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感受化学学科的

无限魅力，同时在实践中自然而然融入劳动教育，最终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 

4. 展望 

综上所述，化学学科有着与劳动教育相融合的天然优势，在初中化学教学过程中渗透劳动教育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也可以通过实践劳动过程中评价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两者彼此促进，

从而达到化学核心素养和劳动素养的双重提升。此外，还可以建立恰当的劳动评价机制，运用“放大镜

思维”向内深挖，将学生的劳动体验转化成为系统的劳动教育，对学生劳动能力、劳动过程等均可以进

行有效评价。同时评价模式由原来的以教师为导向的单一性评价转变为多样化评价方式，由原来终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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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转变为过程性与终结性二者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长期性和主体性的特点，就决定着我们教育的特殊功能，所以文章旨在通过探索初中化学课堂中渗透劳

动教育策略，希望能为跨学科实践教学提供参考，以提高中学整体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劳动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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