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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教学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现状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规

律的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1]。实验教

学是中学化学教学的重要环节，对于提高中学化学

教学质量，起着其他教学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通过实验教学，学生可以获得大量直观感性知识，

在感性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归纳，逐步形成化

学概念，获得化学知识和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

1.1 对实验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普通中学是从初三开始学习化学的，能否在化

学教育的启蒙阶段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并使

这种兴趣保持下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今后

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甚至会影响学生对终

身职业的选择。实验教学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有效手段。常常听到学生说，当看到教师拿着实验

仪器和药品进教室时，马上就很兴奋，预感到这堂

课一定很有意思，于是就认真听讲，期待着教师快

点做实验。反之，当看到教师只拿着一本教科书走

进教室时，往往就有某种失落感，甚至有点懊丧，听

课的兴趣也随之下降。这说明，实验教学无论在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训练实验技能方面，还是在培

养学生的能力、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等方面，都有

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

实验教学的多种功能，而不应把实验教学单纯地理

解为只是为了训练学生的实验技能。

1.2 教学中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目前的中学化学实验教学，其教学形式是以验

证性的演示实验为主，实验前教师明确讲清有关的

新知识，然后进行实验演示[2]。它把一些既成事实

的原理、概念、定律、物质的化学性质等传授给学

生，并验证其正确无误，促使学生掌握这些知识，并

形成运用这些知识解析题目的能力。学生做实验

主要是所学知识的应用，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已学的

知识。书写实验报告时进行的概括、小结等，也是

为了更好地进行知识的整理、归纳，以便构成有关

知识的网络体系，使之更便于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

和更有效地学习。

中学化学的实验教学完全可以设计成一个让

学生自己发现真理、不断更新知识、探求结果的过

程，完全可以设计成一个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和研究方法的过程，也完全可以设计成一个有利于

发展学生智慧、创新精神及创造能力的过程。

1.3 教学中安全意识及环保意识不足

现行的中学化学实验教材中有一半以上的实

验会导致环境污染，并且化学实验的排出成分比较

复杂，不是单一的物质，因此中学化学实验中的环

保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

的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大部分教师对化学实验产

生的“三废”不加处理，随意排放[3]。对于大多数的

中学化学实验室：废气一般直接进人大气，废液则

是不加处理直接排人下水道，因为根本没有废液回

收装置，有腐蚀性的、有危害的实验废弃品则倒在

墙角。化学实验污染物积少成多，并且很多地方的

下水道跟江、河相通，有毒物渗入地下，其危害也是

不可估量的。为了营造和谐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教

师理应率先垂范，在化学实验教学中以身作则，把

握化学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将环境保护的意识渗透

到每一个角落。使中学生从小受到良好的环保意

识的影响。

2 深刻理解教学大纲，准确把握实验教学的
类型和要求

中学化学中的实验大致可以分为演示实验、边

讲边做实验（或者随堂实验）、学生实验、选做实验

和家庭小实验等。就其实验性质来讲，又可分为验

证实验、探索实验、设计实验、定性和定量实验、制

备实验和合成实验以及综合性质实验等。

演示实验是实验教学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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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现象明显、操作简便、易于控制、成功率高、安

全可靠等。顾名思义演示实验应为学生做实验起

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不仅仅只是表现在操作技

能的规范和正确上，还应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

观察、分析、实验步骤设计等多个方面。在演示实

验教学时，也可做些由于错误操作而引起严重后果

的反例实验，如加热固体物质时将试管口向上倾斜

而引起试管爆裂，稀释浓硫酸时将水加入浓硫酸而

引起酸液飞溅等。事实证明，这些反例演示实验会

给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终生难忘。如

果学校设备、条件允许的话，应该提倡将部分演示

实验改为边讲边做实验，以增加学生亲自动手实验

的机会，提高教学效果。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从今天的发展趋势来看，应

该考虑适当增加一些探索实验、设计实验、定量实

验、无机物制备实验和有机物的简单合成实验等。

因为中学化学教学，仅仅靠定性介绍是不够的，由

一些定量实验得到的数据，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严

密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才是最令学生信服的，无机

物的制备实验和有机物的合成实验，往往需从所要

制备或合成的物质出发，从生成物的性质来推断反

应物和适宜的反应条件，寻找最优的制备或合成途

径，使学生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让他们

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的训练。

3 对中学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3.1 注意将实验教学贯穿于中学化学教学的各个环

节

加强实验教学是中学化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重

要方面，对于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起着某

种关键的作用。因此，应该注意将实验教学贯穿于

中学化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如新课的引入，重点的

突出，难点的突破，复习和巩固，成绩考核，家庭作

业，课外活动等。

我们都知道，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上好一堂

课的前提，利用实验教学来引入新课无疑是创造一

个良好开端的好方法。同样，在化学教学时，利用

实验教学，将有利于学生对该物质的性质、制备方

法、存在和用途的理解和记忆；利用各族中重要元

素和各类有机物的代表物性质的实验教学，将有利

于学生对各族或各类物质的通性的理解和记忆，从

而使学生在观察、比较、归纳、演译中学习。

家庭小实验是家庭作业的一种新的形式。学

生利用玻璃杯、碗、碟、小瓶子、蜡烛、糖、食盐、纯

碱、醋、石灰水、花瓣等，可以做不少家庭小实验，如

空气成分的测定、物质的溶解性、溶液的酸碱性测

定等。通过亲手实验，能诱发学生特有的情趣，远

比单纯靠笔答解题要有意义得多。

课外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参观、考察、

举办知识讲座、化学竞赛等，但化学实验是化学课

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据很多教师反映，在高中

毕业报考化学专业的学生中，很多都是当时课外活

动小组的积极分子，正是由于大量的化学实验，才

引发他们对化学由好奇到入门，由入门到热爱，从

而选择了化学专业。课外活动可以多做一些趣味

实验，也可以多做一些高水平的实验，如前面谈到

的设计实验、探索实验、定量实验等，还可以结合本

地区的特点做些与乡土教材有关的实验，为当地的

经济建设服务。

3.2 通过设计实验及课外小实验，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

在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化学基础知识、掌握了一

定的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有目的

地设计一些实验习题(也可用课后的实验习题)，要

求学生按照实验目的要求，根据已学过的实验原理

和方法，设计出实验方案，同时对学生的实验操作

提出具体要求。这是对学生进行科学训练，培养实

事求是、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一种途径。此外，教

师要多鼓励学生设计实验，可通过课本上的实验习

题、历年高考和竞赛中的实验题以及学生根据自己

的意愿设计出的实验习题来练习。对学生提出的

设计方案，只要有新的实验改进和设想，甚至还不

够完美的，都要让他们去试一试。最后，教师还要

做好实验后的总结，指出学生实验方案的优劣，使

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到巩固，逐步使学生掌握设计实

验的要领和规律，提高设计实验的能力，从中培养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的能力。

在课外日常生活中，教师应倡导学生配合课内

学习，联系实际开展力所能及的化学小实验和解释

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某些化学现象，例如，摄影冲

卷、化学小制作；对土壤成分的检测；对一些工厂排

放出来的废气、废水成分的分析及它们对自然界污

染情况，如何进行防治的调查；对钢铁锈蚀的现象

如何解释及该怎样进行防护；建筑、合成材料的性

能和应用的了解；对市场上所卖的冰冻海产品是否

含有福尔马林的检测等。通过这些实验和调查活

动，运用化学原理积极展开思维。逐步提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注意采用电化教学手段来加强实验教学

目前很多学校都有多媒体设备，一些演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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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多媒体展示实验现象。采用放大、慢放、定

格、重播等方法帮助学生观察，学生就可以清楚地

看到气体的产生、颜色的变化及沉淀的析出等现

象，增强可见度和动态感，变抽象内容为直观现象，

让学生看得一清二楚，增强了演示效果。有些无法

完成的演示实验，如二氧化碳浓度过大引起窒息死

亡，可以通过展示小白鼠在两瓶不同气体中的活动

的实验录像，直观地展示出来，学生容易理解接受、

印象深刻。又如铁的锈蚀及锈蚀条件的比较实验，

可用录像机将铁生锈的现象分段录下来，在短短几

分钟内即可了解铁的锈蚀过程和锈蚀条件。

3.4 注意采用绿色化学实验教学，在化学实验中渗

透环保教育

绿色化学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化学。化学实

验绿色化与化学工业绿色化一样，就是将绿色化学

的基本原理和理念应用于化学实验中的一项技术，

是一个在传统化学实验基础上的创新过程，需要综

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才能解决问题，从而使其在整

个操作过程中不污染环境或只对环境产生轻微污

染的作用[4]。在化学实验教学中，会产生很多有毒

气体，如一氧化碳、氯气、氯化氢、二氧化硫、一氧化

氮、二氧化氮、氨气等。这些有毒气体扩散到空气

中，会污染空气，危害健康。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

措施来防止污染。化学实验中，教师的示范是学生

行为的标准，在实验过程中教师除应做到操作规

范、结果无误外，还应注重实验后有害气体、残留物

处理，物品仪器保管。例如，在制取氯气等有害气

体时，应先向学生强调氯气对环境及人体的危害

性，强调尾气处理装置，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在通风

橱中进行，收集完气体后，将继续生成的气体通入

预先准备好的碱液中，使其发生反应，避免有害气

体逸出而污染周围环境。有些教师在实验时，先将

尾气用导管收集在塑料袋中，课后再及时处理，这

是一种简便易行的防止污染的较好方法，利用教师

的示范作用使学生形成关心和保护环境的理念。

又如铜与硝酸的反应，当看到明显的现象时，应立

即把铜丝或铜片从硝酸中取出，使反应中止，以不

致产生过多的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例如对有些不

直观剧毒的实验，可结合多媒体播放相关的实验过

程图像，把看不见微粒变成宏观现象，把真正实验

中看不到的现象也直观化。化学教师应将绿色化

学的思想深入到实验教学中，使其成为化学教学改

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努力使学生养成绿色环保

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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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chemistry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and expounds the problems of secondary school’s chem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at present. At last，it gives
a few pieces of advice on teaching of chemic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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