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 ，它不同

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是有着十分丰富而又生动有

趣的化学实验，具有很强的趣味性、科学性、操作性、

实践性、创造性等。然而在化学实验的实际教学过

程中，心理素质不同的学生在实验中的表现也不相

同：自信、稳重、有毅力等良好心理素质的学生就能

战胜困难，取得实验的成功；相反，自卑、懦弱胆小、

犹豫不决的学生就不敢动手，怕这怕那，在实验中只

能作 “旁观者”。因此，在化学教学实践中仅仅重视

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

数不敢 “动手”的学生是对实验怀有恐惧心理，一旦

失败就会失去信心，变得自卑自责，表现为自我效能

感较低。为此，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积极的

自我效能感，激发学生对实验操作的信心和勇气，对

于提高化学实验教学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自我效能感的内涵

自我效能感 （"#$% & #%%’()(*）是美国心理学家班

杜拉 （!+,,）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

念。指人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

的主观判断，它与自我能力感是同义的。班杜拉强

调，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在组织、执行行动、达

到目标的过程中的能力的判断和信念 - ! .，是人对自

己能够实施某种行为的自信度和能力感。他进一步

研究指出，自我效能感是人的自我调节的核心。它在

人们做出选择决定时，发挥了核心的作用，激发个体

为达到目标付出持久的努力、勇于面对各种挑战、不

怕困难和失败、力图实现成就目标 - / .。自班杜拉之

后，近几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

是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体现了学

生对自身学习的一种自信和期望。高自我效能感的

人在活动中表现出适当的自信，会取得更多的成功；

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人则表现出自卑，影响其自身能

力正常的发挥，降低人们取得成功的概率。培养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最好的途径是让学生体验成功。因为

成功的经验会提高人的自我效能感，多次失败的经

验会降低人的自我效能感。不断成功会使人建立起

稳定的自我效能感，这种效能感不会因一时的挫折

而降低，而且还会泛化到类似情境中去 - 0 .。

/ 自我效能感与化学实验教学

/1 ! 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作用于其参与化学实验的心

理状态

/1 !1 !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影响其参与化学实验操作

的情绪和心态。不同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在面临化学

实验任务时的心身反应是不一样的。高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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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能力较为自信，能够在实验之

前，让心平静下来，然后集中注意力，非常自信、从容

地按步骤和要求进入实验状态。而低自我效能感的

学生，对自己顺利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信念不足，心

里没底、浮躁，不能入静，或不能完全入静，这样在面

对各种各样的仪器而手忙脚乱、惊慌失措或者在有

些看似危险的现象，如：浓硫酸稀释时表现出畏首畏

尾，向试管中滴加液体时表现出手指发抖，氢气在氯

气中的爆炸时表现出极度的恐惧等等。

$% !% $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影响其参与化学实验的努

力和克服困难的程度。在化学实验过程中，难免因

不可控的自然条件影响实验的成败。自我效能感会

影响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努力程度以及在实验过程

中当面临困难、挫折、失败时对实验的持久力和耐

力。高自我效能感倾向于选择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在困难面前能坚持自己的行为，而低自我效能感则

相反。自我效能感越强，其努力越具有力度，越能够

坚持下去。当被困难缠绕时，那些怀疑自己能力的

人会缺乏自信、畏首畏尾，不敢尝试或完全放弃。例

如：钠与水反应、铝热反应、扇闻氯气、氯气与氢气见

光爆炸等实验，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沉着应战，把实

验作完；而低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在操作前不愿坚持

下去。

$% $ 化学实验活动影响着自我效能感的发展

化学实验与其他学科相比更容易影响自我效能

感，这是由化学实验的性质决定的。化学实验具有

很强的趣味性、科学性、操作性、实践性、创造性、严

密性等特点。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有实验仪器的准

备、装配和操作都有严格的步骤和顺序，实验步骤要

合理、规范：实验前要认真预习，弄清为什么要做，怎

样做；实验过程中要按照步骤认真完成每一步操

作。同时，化学实验中有很多易碎的仪器、有毒的试

剂等材料，以及操作时头脑里要有严密的逻辑性、动

作要小心、严格按步骤执行等等要求。学生如果在

头脑中没有在意这些要求，实验就会失败，或者学生

太在意这些规定，过份小心谨慎而不敢下手同样会

失败。也就是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前很清楚应该怎

么做，但在实际操作实验时，其行为表现上却并不理

想，这就是因为其内部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造成

的。也就是说，这类学生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

即做实验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

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自我感受估计不足，缺

乏自信。

与此同时，实验成功与否也会对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产生直接影响。化学实验不同于其它实验，除了

要求操作动手能力外，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及外

界条件。如：自信、沉着稳定、坚持性和温度、光线

等。现阶段课程中进行化学实验的主体是初中三年

级至高三的中学生。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的一个突

变期，对于学习中的成功失败不能正确归因。实验成

功了则沾沾自喜，可能导致骄傲。在以后的实验中就

会大大咧咧、马马虎虎。若一旦失败，又会觉得自己

不是做“实验的料”，导致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而且不

仅表现在实验中，还会影响到学习化学及其他科

目。因此，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是十分必要的。

& 化学实验教学中学生自我效能感培

养的策略

化学实验教学中，影响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因素

有内部与外部因素。其内部因素包括实验的成败经

验、学生的归因方式、学生的操作能力等；外部因素

包括实验的氛围、难度、教师的评价等。根据这些因

素，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

应注意以下教学策略。

&% ! 增强愉悦体验，丰富成功经验，建立信心

如前所述，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形成的最主要

因素是个体的成败经验。经常成功能增强个体的自

我效能感，使个体建立稳固的自我效能感；经常失败

则会降低个人的自我效能感。所以在教学中一定要

让学生多体会成功经验。由此，作为教师应从本学科

特点出发，激发兴趣、消除恐惧、训练操作能力着眼，

让学生“乐学、想做、能操作”，从而体验成功的喜悦，

而非失败的打击。那么在化学实验中怎样让学生体

会到成功呢？

首先，利用好奇心，激发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

趣，让学生 “乐学”。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好奇心，更

何况正处于懵懂时期的青少年。好奇是对新鲜、突出

事物的心理趋向。化学实验中的变色、发光、放热、产

生气体、生成沉淀等实验现象，（如钠与水反应的现

象是钠浮在水面上、游动、熔化成小球、有嘶嘶的声

音、滴有酚酞的水变为红色等极易吸引学生眼球）甚

至物质的属性美 ’光彩夺目的金刚石 ( ，物质的结构

美 （金刚石的正四面体、氯化钠的晶体结构、苯环的

田 莲等：化学实验教学中培养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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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对称等），物质的功效奇 （三氯化铁溶液可以止

血、高锰酸钾溶液可以消毒、温泉水可以治皮肤病

等），天然形成的风景美 $如岩洞中的解化石 、石笋

和石柱 % ，无不诱发学生的好奇。学生对现象的好奇

引发思维的活跃，产生探究的欲望从而导致对实验

的兴趣。除了丰富有趣的化学现象之外，它还与实

际生活紧密联系。如：（自来水是用氯气消毒的，故

在养金鱼前应用太阳晒一下，减少次氯酸；两江交汇

处三角洲的形成是由于胶体聚沉的结果；人体血液

通过透析 （渗析）而除去毒性物质等）通过奇特的实

验现象和教师对实验现象的解释，使学生产生化学

有趣、容易学的感觉，从而增加学生学习化学的兴

趣。有了对化学、化学实验的兴趣，才会去“乐学”。

其次，消除恐惧心，增强“动手”信心，让学生“想

做”。学生有了对实验的兴趣，就迫不及待的想 “动

手”。学生对实验有各种各样的心理：不重视的心

理、游戏的心理、冒险的心理及紧张恐惧的心理。但

是做实验之前，一定要做到 “心无杂念”。如果教师

贸然让学生动手操作，实验一旦失败，就会大大挫败

其自信心，降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所以有必要在

实验前消除学生的消极心理因素，特别是恐惧心

理。恐惧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基本情绪之一，不同

的人有明显的个性差异，而且，恐惧比其他任何情绪

更具有感染力，所以在化学实验有必要消除恐惧心

理。产生恐惧心理的原因有内外之分，内因是少数

学生性格懦弱、胆子小，尤以自卑学生较多；外因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一些化学物质的毒性和易爆等

特点，不自觉地用夸大的言词讲过了头，或在演示实

验时对刺激性气体、易爆气体控制不严，使学生受到

不恰当的刺激，导致学生在实验前就产生了做实验

无安全感的心态。为了排除学生的恐惧心理，实验

前教师用分解动作详尽为学生做示范，讲清注意事

项。教师应保持平和的情绪和状态，实验操作规范

熟练、灵巧，给人以美感。对有危险的实验，操作要

准确，力争万无一失，即使出现问题也要处之泰然、

果断，不造成人为的紧张 & " ’。同时，教学生对自己进

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它会使人增强战胜困难的信

心。对做实验成功的学生及时表扬，并将结果展示

给大家。给予真诚的表扬与肯定，会使学生情绪振

奋，产生愉快与自信的成功感，内心深处受到触动与

鼓舞。对于自卑的学生，鼓励他们敢于动手，鼓励他

们的点滴进步。用乐观自信稳定的心理战胜自卑心

理。帮助学生消除恐惧心，减轻心理压力，有了自信

心，在操作过程中才能做到胸有成竹，按步骤完成，

即使出现意外，也不会惊慌失措。

最后，要对学生进行操作能力的训练，让学生

“能操作”。学习者的亲身经验，对效能感的影响是最

大的。一个人如果获得一次成功，有可能使他对自己

和未来充满信心，从而使下一次的成功更加成为可

能。多次的成功后，就会形成一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的自我效能感，让他做事情有信心，并且愿意全力以

赴。为了确保学生取得实验的成功，除了学生对实验

有浓厚的兴趣和帮助他们消除恐惧心理增强信心

外，还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操作训练。化学实验的操作

训练不能“纸上谈兵”，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学生亲自

动手做实验，加强技能练习。“俗话说，熟能生巧”，练

习是学生有目的、有步骤、在教师指导下的积极的学

习活动，例如在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制实验时

教师应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的原则对教学内容

精心组织，合理编排，使学生的技能学习有计划、有

步骤地完成实验中包括了托盘天平、烧杯、容量瓶、

胶头滴管等仪器的使用，以及称量、溶解、移液、洗

涤、定容等单项操作，教师尽量使学生的实践（实验）

成为理论指导下的能动实践，从而减少盲目性 & ( ’。例

如：点燃酒精灯，用试管夹挟持试管、加热，熄灭酒精

灯等等，学生练习多了，自然在实验中就得心应手

了。总之，教师在教学中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身心

特点，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让学生有更多的

成功体验。因为成功能提升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

)* + 积极鼓励和肯定，帮助学生正确归因，增强恒心

虽然成功的体验会提高自我效能感，但是，班杜

拉在研究中也发现，人们对于行为成败的归因方式，

会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的评价。所以科学的评价体

系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我归因是指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原因加以解释或推

论的过程。自我归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自我

效能感的学生对自己学习过程中成败的自我归因也

不同。化学实验成功的要素很多，除了学生自身的因

素外，还涉及到温度、光线、药品试剂等外界条件。因

而，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分析实验的成

败原因，作出合理正确的归因。实验中，教师切不可

一味强求“完美”，盲目否定。不要因实验现象不明显

而盲目指责，更不要因学生打烂一支试管而大发雷

霆。教师应和学生一起分析：现象不明显是不是加热

不够或试剂变质；试管破裂是因为紧张还是温度过

高等等。学生对成败的原因有了正确的认识，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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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得患失，不会因某一次偶然失败而垂头丧气，认为

自己能力不行加以放弃。同样也不会因成功而沾沾

自喜，学生对实验成败的正确归因，有利于提高自我

效能感。他们倾向于自觉选择适合自己能力水平并

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并且在困难面前愿意付出更大

的努力，采取各种方法去战胜困难，不轻言放弃。倘

若，学生对成功作出外控的归因（如任务简单、运气）

并认为靠自己是不能取得成功，那么就会降低他们

的自我效能感 $ % &。例如：学生将包有过氧化钠的棉花

团投入已集满二氧化碳的集气瓶中，棉花剧烈燃烧，

学生很兴奋，但是随后集气瓶炸裂了。此时，教师应

引导学生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该反应是个放热反

应，应该在瓶中加入少量水或沙。总之，教师帮助学

生认识自身具备克服困难的能力，调动其发挥能力、

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和自信心，进而提高自我效能

感。这样经过反复实践，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才会不

断被强化，学生才会不断向更高难度的问题挑战 ’
不断探究实验，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 ( 利用合作学习，营造和谐氛围，稳定情绪和心态

个人情绪状态也会影响其自我效能感的形成，

过分的紧张焦虑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因此，

实验气氛的把握对整个教学十分重要。化学实验所

展现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学生一般难以独立解决，

从而使合作学习成为一种必然。教师应该充分利用

合作学习的机会，营造和谐氛围提高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在合作学习中，利用从众心理，让每一个学生

都敢于动手。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现象，一个人不敢

或不愿上台表演，若参加集体节目则没问题。因为

一般人都有从众心理。同样，在实验中，有的同学不

敢独自做实验，但教师若让他与其他大胆的、优秀的

学生一组，在众人的带动下，在心理上，他觉得自己

是安全的，则有可能从容的完成实验。比如：教师做

演示实验时，可有意识的让一些胆小的同学帮忙加

液体或拿试管等，这样可以消除学生顾虑，为以后独

自做实验打下基础。

替代性经验对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

响 $ ( &。实验中，学生可以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获

得间接经验，教师的示范作用固然重要，但与学生的

榜样作用相比，笔者认为后者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

更大。因为学生认为教师是“专业”人员，成功是理所

当然的。若他看到与自己的水平差不多的示范者取

得了成功，就会增强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也能完成

同样的任务。同时，对于那些成功的学生来说，在获

得成功的过程中“自我效能感”也会不断增强。在合

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情绪上相互

感染，共同进步。教师的任务就是了解学生各自的特

点，按优势互补的原则分组并给予适时的指导。

另外，情绪也会影响人们对自身能力的判断。积

极的情绪状态可以增强自我效能感，消极的情绪状

态则可能削弱自我效能感。正如前面所述，影响化学

实验成败的因素有很多。教师应建立宽松和谐的师

生关系，如果教师经常采用指责、讽刺、辱骂等不恰

当手段，会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处于一种紧张、焦虑

的情绪状态，甚至引起处于逆反期的学生反感，造成

师生关系疏远、对立。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形成学习应

有的自信和主动性。营造和谐的氛围，让学生有积极

的情绪状态，教师对学生实验能力的评价也要特别

慎重，应做到 “三多三少”：多一点鼓励少一点指责，

多一点严格少一点严厉，多一点引导少一点干涉。

总之，使学生以一种比较轻松的状态进入实验

室，在丰富有趣的实验现象中既能学到化学知识，又

能有美好的情感体验，从而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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