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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保山市实验中学  678014） 

 
摘要：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九年级化学实验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九

年级化学最重要的部分是化学实验，初中传统的化学实验中，往往是教

师先进行知识的讲授，然后在讲台上做实验让学生观摩，就结束了这节

课程。这样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

对实验的步骤虽然有了清晰的了解但动手实践能力不足，对知识的记忆

和理解也不充分，所以教师要改进化学实验的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对

化学实验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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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课程是初中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因为化学是以实验为
依托的，学生对自己动手实践和操作以及化学实验的变化和反应
都感到很新奇。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化学课程的这一优势，利
用新奇的化学实验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来帮助学生更好地记忆
和理解化学知识。提高化学实验的有趣性，从而激发学生对化学
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发散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
发展，也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学习效率的发展。 

一、九年级化学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一）化学实验的药品准备不足器材老化落后 
化学实验过程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教师只是按照原来的

教学方法，按部就班地进行实验步骤的操作和演示，并没有给学
生配备相应的药品，九年级化学实验枯燥无味，毫无趣味性可言，
再加上干锅、镊子等实验器材老化生锈，对实验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导致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加。 

（二）化学教师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在进行化学实验课时往往严肃谨慎，对待学生的态度较

为严格，这就导致了课堂气氛的压抑，学生在进行化学实验时，
被繁琐的步骤和规范束缚住，自身对实验的感受被忽视了。这种
化学实验方法不注重学生对实验的理解和自身的感受，只注重操
作流程和操作步骤，学生对实验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实验过程的操
作规范层面。对实验本身和自身对实验的理解不够。 

（三）化学实验与生活的联系较少 
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在进行化学实验时，教师只是按

部就班地进行药品的介绍与使用方法的说明，一些专有名词会与
学生的生活脱轨，给学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所以教师要注重
化学实验和学生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让化学实验走进学生的
生活，让学生感觉到化学实验无处不在。 

二、解决九年级化学实验问题的对策 
（一）完备实验药品更新或维修实验器材 
充足的实验药品是进行化学实验的前提，如果没有相应的药

品，化学实验就无法正常进行。同样，化学器材也同样重要，化
学器材的缺损老化会导致实验不能正常进行，而且化学器材生锈
其产生的物质可能会与化学试剂反应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所以
教师要重视化学器材的维修和保护。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做有
关盐酸的实验时，要注意盐酸的储存是否充足，同时注意实验所
用的器材是否有生锈的情况，如果有生锈的情况，可以让学生先
用盐酸将实验器材进行除锈的处理，以免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盐酸
和铁锈进行反应，影响到实验的结果。 

（二）创新化学实验的教学手段，挖掘多种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的多样性需要教师对一个实验的基本原理有充足

的把握，确保每个实验的基本结果和实验效果相似。让学生看到
不同的实验产生相似的效果这种现象，对提高化学实验的神秘性
具有重要的意义。初中生的发散性思维较强，好奇心旺盛，实验
方法的多样化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在进行
制造氢气的实验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先根据教材上的提示，利用
稀硫酸和锌来制取氢气。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参与实
验，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
合作意识。对于成功制取氢气的小组，教师可以鼓励他们运用别
的方法来制取氢气，有的小组运用铝和氢氧化钠溶液也成功地制

取出了氢气。例如，在教学“分子运动”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
鼓励学生猜测相关的实验现象，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实验，动手操
作观察其中的现象，探究实验的原理。在学生探究的过程中，教
师要关注学生的操作流程，及时引导学生完成实验。如果教师在
带领学生探究这一实验的时候，受到实验器具和实验场地的限
制，那么可以转变教学思路，从实际生活入手，让学生把学到的
知识用于实际生活中。例如，在点燃火柴时会闻到一股刺激性的
气味，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股气味是哪里来的”。
然后，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究会得到“分子是不断运动的”这一结
论。教师在给学生演示实验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吸引学生的眼球，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观察到现象的同时，还能够透
过这此现象分析问题。 

（三）走入生活，让化学无处不在 
化学学科的实验虽然看起来和现实生活毫无关联，但是化学

现象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寻找
化学、发现化学，提高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例如，教师可以
在课前准备好一个盆、一块肥皂、一包食盐，然后在课上说："
同学在家里都用过抹布吧，用过的抹布一般很难清洗干净，就像
这块擦黑板的抹布很难清洗，接下来我们试试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教师拿出食盐倒入水盆中，将抹布放进去浸泡一会儿，然
后用肥皂进行搓洗。在进行艰难的清洗之后，抹布终于干净了，
这时教师就可以询问学生，有谁知道用更便捷的方法来进行清
洗。学生纷纷举手抢答，教师拿出学生提出的化学试剂进行清洗，
很快就洗干净了。又如，每位学生家中都会有水壶，水壶使用时
间久难免会出现水垢，水垢的形成和处理都是化学中的重要问
题，教师就可以就此问题设计相关实验，将生活融入课堂。这种
教学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对化学试剂的功效有更好的理解，而且
可以让化学实验更贴近生活，让学生明白化学实验存在于生活的
方方面面。 

结语： 
目前，初中的化学实验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为此，教

师要转变教学手段和方法，增加化学实验的多样性和实用性，让
学生感受和领悟到化学的魅力，提高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学习兴
趣，为学生今后的化学学习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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