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教学是一门科学，它是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的教学。无机及分析化学是传统的无机

化学与分析化学整合在一起，为农、林、牧、渔等专

业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它是培养学生掌握实

验基本技能和技术，提高动手能力，也是直接培养

学生创新思维，理论联系实际，细致严谨的科学态

度和工作作风的重要课程。为适应21世纪科技飞

跃发展，高校应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大学生。为

了使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实验教学更能体现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对此，我们进行了一定

的改革尝试。

1 实验教学的改革必要性
传统实验教学对于信息社会长大的学生们来

说有些不适应了。主要体现在学生对实验的重视

度及兴趣不高，不会自主的预习、思考实验，导致在

有限的时间内不能完成实验；实验中学生的不规范

操作，也导致实验目的的弱化，没有达到加深理论

课的理解和掌握，实验的重心偏离了培养学生动手

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

安排的实验课时较少，学生只能在有限的课时内做

有限的实验，还缺乏有效的实验教学目标管理机制

及统一的考核标准和制度。

由于“抱着走”的实验教学模式的影响，在传统

的实验教学中不仅仅告诉学生实验项目、实验原

理，使用仪器及药品、实验步骤等等，实际上告诉了

学生实验的全过程。学生只需按要求的去操作，用

不着思考及创新，严重影响了学生对实验的兴趣，

抑制了学生主动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另外实验教

材滞后，实验内容与当代科学发展状况不相适应。

实验教材或资料，一般都由教师选定教学内容，自

编讲义，学生按现成的实验步骤进行实验，就可以

取得预知的结果。这些实验都是经过前人多次做

过而验证的，所不同的是同学各自的操作能力重复

同一实验项目，最多只是误差的微小差距。这样的

实验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和加深理论知

识理解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不足之处就是学生

完全按教师设计好的内容、方法和步骤进行，难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达不到培养学生勤于思

考，独立创新能力的目的。而且，现代科学技术正

在迅猛发展，知识更新和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新

技术、新知识不断涌现。这些新技术、新知识有必

要在实验教学中体现出来，并利用这些新技术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也应及时删除一些重复的、

落后的验证性实验项目，给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留

出足够的课时，在制定实验教学计划时也应优先考

虑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

2 改革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教学的措施
2.1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当前教师“包”的太多的现象普遍存在，要改变

这种现状，教师应主动把“包”的过多那部分交给学

生自己处理。建议做法：在做某个实验前，给出指定

参考书和思考题，学生通过“查看、思考”来完成。教

师通过对预习结果的检查和把关后，对实验应注意

的一些关键进行重点讲述，这样学生即可开始实验，

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如：缓冲溶液、标准溶液、

指示剂等可以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行配制，从而

减少教师工作量，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1]。

2.2 加强基本操作训练，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基本操作训练目的在于掌

握基本操作技能，提高动手能力，规范操作，养成良

好的实验习惯。因此，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熟练的

掌握。教师的实验安排也可由简单到综合。只有

基础知识扎实了，“上层建筑”才可以建好。

2.3 更新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实验内

容，实验内容应开设具有应用性、设计性、综合性较

强的实验，削减以验证理论为主的内容单一的实

验，针对实验内容和教学大纲要求，可把实验分为

必做的实验，选做的实验，教师指点进行的综合研

究性实验和学生自行设计的开放型实验。这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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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多样，有条不紊地进行实验教学，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在实验过程中要注意讲述知

识技术创新的过程，让学生破除对权威的迷信，树

立敢于置疑敢于挑战的创新精神。

2.4 使用多媒体教学，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分析天平的使用，容量器皿的分析，分光光度

计的使用及重量分析基本操作的讲解内容多，课堂

知识容量大，有些操作需要展示细节，仅靠实验教

师在现场示范是远远不够的。将这些内容制成课

件，可以反复播出，对滴定终点的判断可以缓慢展

示变“色”过程，并呈现出逼真的终点颜色。这样增

加了课堂的直观性，便于学生掌握方法要领，并且

能减少讲课所耗时间，增长学生实验时间。

2.5 建立开放型实验教学模式

在优化课程设置，改革实验教学内容的基础

上，建立开放型实验教学模式。即实验教学能在时

间和空间上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这样他们能够独

立思考，自己动手，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培养他们

的创新能力。实行开放型实验教学，也就是鼓励和

支持学生参加开放实验，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2]。

2.6 改进实验考核方法，提升学生素质

为了引起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全面的反映学

生水平，实验教学也应实行单独考核，并制定“重平

时”的考核办法。其内容包括理论考核、平时成绩、

实验操作考核。平时成绩由实验预习、实验纪律、

卫生、安全，实验报告质量等几部分组成。

3 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
实验能力是指运用实验手段解决问题的能

力。主要包括:实验思维能力、使用仪器和实验操作

能力、观察实验能力、分析研究和处理实验数据并

发现规律的能力。在这些要素中，实验思维能力起

统率作用，它主要指用理论思想指导实验，从而使

思维和实验紧密配合的能力。而其余三种能力则

是实验能力的主要组成。要达到能力的培养的有

机训练，一是采取比较方法进行实验教学，注重科

学方法的指导，通过分组实验做同一实验，改变试

剂量、指示剂、反应顺序等，要求各组独立操作，然

后比较其结果差异，对数据作认真的分析处理；二

是强化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实验操作能力。实验技

能主要包括使用仪器的技能和实验操作技能两部

分，没有长时间、反复认真的训练是无法达到目标

的。实验技能训练贯穿于实验教学全过程。教师

讲解、操作规范、基本操作训练要常抓不懈，要严要

细，多提供学生实际操作的机会，要适时对学生进

行考查考评，促进学生训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

高实验能力[3]。

希望通过对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改革，能培

养同学们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创新意识及创新能

力，使学生通过多方面的实验，学会独立思考，提高

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学会运用各种思维解决各类

问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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