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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用演示的方法，结合化学课堂教学进行的

实验称为化学课堂演示实验。其特点是操作简便、

现象明显，具有较强的直观性与示范性。通过演示

实验，不仅可以使学生较容易地接受新知识，还可以

使学生了解正确使用仪器及试剂的方法和操作过

程，以便日后独立进行实验时能使用或容易学会使

用这些仪器和试剂，并进行正确的实验操作。因此，

演示实验是化学教学中最常见的直观手段之一[1]。

从演示实验的目的来看，可以把演示实验分成传授

新知识的演示实验，验证或巩固所学知识的演示实

验及指导性演示实验。

1 传授新知识的演示实验
1.1 如何进行传授新知识的演示实验

传授新知识的演示实验是以让学生获取新知

识为目的而进行的演示实验，通常是边讲边演示。

从逻辑上看，这往往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学习过

程。教师在演示时，先讲述实验原理、条件及注意

事项，当学生观察到实验现象后，教师再通过讲解

启发学生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引导其得出正

确结论。

例如，在讲“氯离子的检验”时，采取的方法是：

先演示“稀盐酸、氯化钠、碳酸钠分别与硝酸银溶液

作用”的实验，然后总结出检验氯离子的一般方

法。因此，在开始演示实验之前，要向学生突出强

调氯离子、碳酸根都能和银离子反应，生成白色沉

淀。实验过程中，要引导学生观察将稀硝酸分别滴

入有白色沉淀的试管时，白色沉淀是如何变化的？

还会出现什么新的现象？然后由学生根据实验现

象或结果来回答，并由教师加以总结得出正确结

论。像这样通过演示实验来进行新知识的教学，具

有较强的真实感和说服力，学生能够较容易地理解

和记忆这些新知识。

1.2 注意事项

使用传授新知识的演示实验进行教学时，应注

意以下几点：

（1）在教师进行演示实验时，学生并未掌握有

关实验的理论知识，在没有理论的指导下，学生在

观察实验时，往往会忽略最关键的内容。因此，教

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实验的条件、环节和主

要结果[2]，即告诉学生要观察什么，如何观察，让学

生能看懂实验，准确观察到实验的现象和结果，这

是演示实验的感性阶段。

（2）演示实验结束后，教师不要急于作出结论，

应通过谈话启发学生自己去总结，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促进其对知识的消化和理解，并加强对所学

知识的巩固。例如，在讲述有关“氯离子检验”的实

验中，当学生观察到“两个试管内的白色沉淀不变

化，另一个试管内的白色沉淀溶解消失，并有无色

气体冒出”时，应启发学生思考产生此现象的原

因。这是演示实验的理性阶段。

（3）最后，教师要注意把实验中所得的特殊结

论总结归纳出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点。例

如，“氯离子的检验”得出实验结论：氯离子和银离

子反应生成的白色沉淀即氯化银不溶于稀硝酸，从

而就证明原来的溶液中含有氯离子。根据实验现

象总结实验结论，这是对演示实验的归纳。

1.3 利用文字或图表记录实验过程及现象

教师还应要求学生用文字或图表把实验的现

象和结论记录下来，或结合实验指导学生读书，把

教材中的有关内容做上记录或摘录下来进行知识

的巩固。例如，在“氯离子的检验”中可以指导学生

进行记录（表1）。

2 验证或巩固所学知识的演示实验
2.1 如何进行验证或巩固所学知识的演示实验

验证或巩固所学知识的演示实验是以验证或

巩固已学过的知识为目的而进行的演示实验，通常

是在讲授完新知识后进行的实验。从逻辑上看，这

是由一般到特殊的学习过程。教师在讲课时，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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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旧知识的联系与对比，结合使用各种直观教具

讲授新知识，待学生初步掌握了这些知识后，再进

行有关实验的演示，以巩固所学知识。

例如，在讲“氯气的实验室制法”时，先结合有

关氯气的知识，讲解实验室制取氯气的化学原理与

收集方法，使学生对这部分内容先具有初步知识，

然后在课堂上现场演示实验室制取及收集氯气的

过程，让学生通过观察教师的演示，进一步加深印

象，提高当堂课的巩固率。

2.2 注意事项

（1）在演示实验前，因学生对有关内容已有初

步印象，所以教师在演示时，要引导学生运用已初

步掌握的知识来观察实验的过程及现象，同时应该

强调操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即有目的、有针对性

地观察。

（2）在演示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启发学生积极

思考。例如，在演示“氯气的实验室制法”时，可以

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用排空气法收集氯气外，能

否用排水法收集？如何去除杂质，如何处理尾气？

怎样用简单的方法证明收集到的是氯气？

（3）演示实验结束后，教师要促进学生用学过

的知识来解释实验现象和结果。如在演示检验气

体时，当学生观察到“湿润的淀粉碘化钾试纸变为

蓝色”后，让其解释该现象，指出该现象所证实的问

题。这是一个由一般认识到特殊认识的过程。

3 指导性演示实验
指导性演示实验是以指导学生进行正确实验、实

习等实践活动为目的而进行的演示实验。例如，学生

上分组实验课时，为使学生能正确而迅速地进行实验

操作和观察，避免在实验方法或使用实验仪器和试剂

方面出现大的错误，教师一般都要先进行部分实验演

示。例如，学生进行“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分组实验

时，教师应先进行示范性演示，同时向学生说明：瓶塞

要和容量瓶配套，溶液的凹液面要与刻度线相切，摇

匀时应用食指摁住瓶塞，用另一只手托住瓶底，把容

量瓶反复倒转等操作要领，以指导学生准确、规范地

进行实验操作，并掌握操作的关键点。

综上所述，课堂演示实验是化学教学中最常用

的教学辅助手段，正确、合理地使用演示实验可以

显著提高教学效率。要做到这一点还应注意实验

操作的规范性、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实验过程的

全局性。

表1 “氯离子的检验”实验过程及现象记录表

物质

氯化钠溶液

稀盐酸

碳酸钠溶液

过程1

加硝酸银溶液

加硝酸银溶液

加硝酸银溶液

现象1

白色沉淀

白色沉淀

白色沉淀

过程2

加稀硝酸

加稀硝酸

加稀硝酸

现象2

沉淀不溶解

沉淀不溶解

沉淀溶解

结论

有氯离子

有氯离子

无氯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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