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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至今，仍然是一门以实

验为基础的科学。即使到了计算机普遍使用的今天，

无论是化学科学研究的新发现，还是中学化学中学

生学习和认识新知识，最基本的思路仍然是通过实

验事实去发现和归纳。因此，化学的学习中虽然不乏

严密的演绎逻辑，但主导的思维方式却主要是归纳

推理，这种学科的特点，成了化学教学与虽同属理

科，却以演绎推理为基本特征的数学教学的一个重

要区别。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由于适合于实验技能的

培养和实验习惯的养成，所以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中，

还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实

验教学只有这种模式，又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大力

提倡化学实验———探究教学模式。

化学实验———探究教学模式的目标是通过实验

创设的问题情境，激发探究的欲望，遵循科学的方法

自主地进行探究，通过实验不断发现新问题，或通过

实验去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从中获取新知识，体验

科学的思维方法，养成良好的科学研究习惯，培育出

科学的精神和态度。

传统的实验教学基本模式是：讲解$实验$讲

解。也就是按“讲$做$讲”的程序去组织教学的。第

一个环节的“讲”是教材中的化学知识，例如某种物

质的性质、某个化学原理的内容等，第二个环节的实

验不管是教师演示还是学生操作，目的都是验证刚

才“讲”的结论，第三个环节还是“讲”，即实验后的小

结，如结合考试的要求讲操作要点，讲实验现象，讲

实验所验证的结论等。结论在实验前，是这种实验教

学模式在操作程序上最显著特征，显然，这是一种以

获取知识为主要目标的接受式学习的实验教学模

式。

化学实验启发探究教学模式的基本教学程序则

可表达为：“问题—实验—讨论”。即按“问—做—议”

的程序去组织教学。

依学习内容的不同，这种教学模式还可按两个

思路形成两种模式的亚型：

! 问题（探究的方向）—设计—实验（发现）—

结论

" 问题（理论假设）—设计—实验（验证假设）

—结论

结论在实验之后，是这种模式与传统实验教学

模式在外在形态（教学程序）上的突出区别，更本质

的区别在内涵。在化学实验启发探究教学模式中，

“实验”是手段，“探究”才是模式的核心，显然，这种

对实验教学功能全面开发的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

生发展为目标的，探索性、发现性学习的实验教学模

式。

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这两种“亚模式”可以灵

活运用，但会略有侧重。例如，我们可以运用“亚模

式”!，及“问题—实验发现—结论”的模式，来学习

化学概念和理论的知识，例如下面的〔课例一〕；可以

运用“亚模式”"，即“假设—实验验证—结论”的模

式，来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例如下面的〔课例二〕。

〔课例一〕（“亚模式!”的运用）

〔问〕从初中的化学知识，我们知道7-?@和@5.
会发生反应，又知道在溶液中7-?@和@5.都是以离

子形式存在，那么，当它们相互反应时，实际上真正

发生了反应的是什么微观粒子？（提出探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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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设计怎样的实验探究这个问题？

〔答〕用实验证明反应后有些粒子“没有”了，有

些粒子依然存在。

〔问〕设计三个实验，证明：!这个反应确实发生

了；"反应后溶液中依然有带电的粒子；#溶液中的

粒子是什么？

〔讨论并实验〕学生分组设计并完成实验。用酚

酞试液证明问题；用导电性装置证明问题；用!"#$%

解决问题。

〔讨论〕滴有酚酞的#&$’溶液在加入盐酸后红

色消失，是因为酚酞可以指示($’的存在，所以说明

反应确实发生了（反应后试管变热也说明反应发生

了），并且($’参加了反应；中和后的溶液仍能导电，

说明有些离子在反应前和反应后都存在，经检验，其

中有()*，可见#&$’和’)*两种溶液的中和，实际上

只是’+和$’(结合生成了水。

〔讲〕方程式中只将实际变化了的’+和$’(和生

成的’,$表示出来就可以了。像这样的方程式就叫

离子方程式。

〔课例二〕（“亚模式,”的运用）

〔问〕经过计算，大家已经求得葡萄糖的分子组

成为)-’.,$-，根据这样的组成，它的分子可能有怎样

的结构？

〔讨论〕它的分子应含有多个官能团，其中可能

有()$$’、($’，还可能有酯的结构。

〔问〕用怎样的实验事实证明我们的假设？

〔实验〕学生设计方案并分组实验（多元醇的检

验方法）

〔讨论〕葡萄糖没有酸性，所以不含()$$’；它

能发生银镜反应，能使)/（$’）,浊液显绛蓝色，说明

它分子里至少有一个醛基，还含有多个羟基；另外，

它易溶于水，也不水解，说明不含脂的结构。

〔讲〕实验验证了大家刚才的假设，这其实也就

是葡萄糖的几种主要性质，通过更精确的实验，现已

知道葡萄糖的分子结构是这样的（板书，略）。

可以看出，这种可以灵活应用于各种课型、各种

知识学习的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育成

科学素质，是极为有利的。

传统的化学实验和以计算机辅助教学为代表的

各种现代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的结合，是“实验———探

究”教学模式的一种发展和延伸，它可以从宏观到微

观，从更多的角度来更多的层面提供更多的事实，丰

富探究和发现的素材。现在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教

学片段或课例，可以预料，随着现代教学手段的发展

和普及，网络环境下多媒体组合的“实验—探究”模

式，会越来越大放异彩。

在化学教学中，不管是整个课还是课中某一教

学片段，“实验—探究”教学模式的运用是需要一定

的支持条件的。其中，主要的支持条件有四个，硬件

设备是支持条件之一，例如化学实验室的数量，实验

室的仪器药品设备、实验员的支持等。支持条件之二

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素质教育的质量观、以生为

本的师生观以及教师本人的科学思想素养，都是很

重要的。第三个支持条件是教师要有较为娴熟的课

堂教学驾驭课堂的技能。最后，民主和谐的师生关

系，愉悦的课堂气氛，也是“实验—探究”模式能否顺

利实施必不可少的。

在运用“实验—探究”模式时，不管依照“问题—

实验—结论”的思路，还是“假设—实验—结论”的思

路，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功能，一个重要的关键是要

有严格成功的实验问题情境的创设。

创设教学情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兴趣和

启发思维。兴趣是构成学习心理的动力系统中情感、

意志的最活跃因素，也是目前化学教学中较为薄弱

的部分。思维是能力的核心，启发思维是化学教学中

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进而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关键的

一步。人际间的交往，是现代社会要求的人的基本素

质之一，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正是发展学生交往素

质的方法之一。因此，在化学课中创设问题情境，能

使学生认知的动力系统和智力系统处于极度的兴奋

活跃，使学生的认知活动和意向活动都全身心参与

投入，这当然有利于学生良好心理素质和智力水平

的健康发展。

并不是任何实验都可以成为情境的。能设置情

境的实验，必须内含足够的思考性和趣味性，必须能

启动思维的欲望。这样的实验不一定要很复杂，但现

象一定要明显，一定要有同步设计的问题组，实验可

以增补，也可以对现有实验改进或重组。比如，在高

三化学学习电解原理，其中的演示实验“电解饱和食

盐水”，如果仅把它作为一个验证性的实验，那么，无

论实验如何成功，现象如何明显，实验教学的功能还

是没有充分开发，但若把它与问题组合创设情境，就

能更好去激发思维，设计如下：

师：我们已学习过氯化铜溶液的电解：)/)*,
)/+)*,!（学生板演方程式），那么电解饱和氯化钠

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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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可得到什么产物？

生：（仿写）!"#$% !"#&$%!!
师：（演示电解饱和食盐水实验）

师：实验事实与设想不一样，阴极产物是’!而不

是"#，氢从何来？

这样，用实验暴露认知上的矛盾，让学生产生强

烈求知欲望，一个良好的问题情境产生了。然后，利

用对实验现象逻辑的分析，再次暴露认知上矛盾，产

生第二个情境：

师、生：（共同完成）实验事实告诉我们，阴极上

生成的不是我们设想的金属钠而是氢气，氢元素只

能来自水，显然，在电解中，溶液中的水也参与了反

应，因此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电解，要考虑由水电离出

来的’&和(’)。

师：那么，在电解过程中，氢气是怎样产生的？

生：（互相补充后）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生成的

钠与水反应，要么是水电离出的’&直接获得电子。

师：哪一个解释更合理？

这时，放手让学生充分讨论，教师及时启发引

导，由学生自行总结出阳离子在阴极上放电次序。形

成第一个结论后，请学生按照总结出的规律，讨论硫

酸铜溶液的电解。学生必然遇到难点，无法判断阳极

电解产物是什么，再次制造矛盾，引导学生回答“用

实验探讨”，利用创设的情境培养科学思想，于是进

入下一个环节的“实验—探究”。

师：（演示实验，电解硫酸铜溶液）

师：实验告诉我们，在阴极放出了氧气，(!是由

(!)还是由(’)放电形成的呢？（再创设情境，学生议

论，引导学生设计实验证明）。

生：（在教师启发下）可用实验检验电解后溶液

的*’是否有变化。

师：（两极分别滴甲基橙试液，演示实验结果，总

结出阴离子在惰性阳极上的放电次序，利用实验创

设的情境，形成第二个结论）。

从中可以看出民主的教学气氛中创设的实验情

境在化学实验———探究教学模式中的作用，看出这

个模式中师生互动的关系。

实验———探究的教学模式成为诸多模式中最具

优势最有典型意义的教学模式。它概揽性强，应用广

泛，从新授课到复习课，从实验课到练习课，都可以

运用，既可在完整的一节课运用，也可在课中某一个

教学片段运用。它遵循理科教学的规律，体现素质教

育的理念，强烈的时代感使实验———探究教学模式必

将具有最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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