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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化学核心素养的实验教学策略 
——以“元素化合物教学”为例 

◆贺  兰 

（陕西咸阳中学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在元素化合物的教学中，通过设置实验观察侧重点；设计连续阶

梯问题；深入开发实验在教学中的功能；探究如何使实验效果更显著培

养学生探究能力；在实验的成功与失败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使学生

在元素化合物的学习中形成化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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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明确提出“以发展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为主旨”新课程指导方向，以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为的教学成为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首要目标。学科知识作为塑
造核心素养的载体，但所有知识，唯有成为学生实验探究与实验
实践时，才能形成素养[1]。化学实验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全面
落实新课程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深化教学内涵方面，实验具有
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新课标提出化学核心素养：宏观辨识与微
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实验探究
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2]。化学实验在学生形成化学
核心素养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基于此化学实验教
学的内涵应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不断深化，不断优化，高中化学
教师更应该积极思考如何更高效的落实化学实验功能的策略。 

一、设置实验观察侧重点——实验更高效 
元素化合物性质知识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在学生学习过程

中不难理解，但是其内容繁杂，如果不能很好的形成知识网络，
学生会产生“易懂难学”的困扰，进一步导致成绩难以提高。通
过对实验的观察，激发学生探究兴趣，让学生在对实验现象的全
面细致的观察中建立知识的逻辑顺序，理解各物质间的联系从而
形成化学核心素养。 

在实验教学中的，由于学生自身能力所限，对实验现象难以
进行全面客观的观察，特别是当实验中出现一些干扰的现象，更
会引起学生对实验观察上的偏差，进而导致学科素养中难以形成
证据推理的思维方法。因此教师可在学生实验观察前有针对性的
设置实验观察侧重点，帮助学生更高效的观察实验现象。例如在
“SO2 的化学性质”探究 SO2 的还原性，可设置观察点：（1）将
SO2 的水溶液滴入氯化钡溶液后现象？（2）再加入过氧化氢溶
液后？（3）将 SO2 气体通入高锰酸钾溶液，颜色如何变化？学
生在实验过程中重点观察设置的观察点，得到的实验现象可以实
现“证据推理”素养的形成。但是如果学生在实验中同时观察到
其他的现象，在课堂允许的条件下，教师更应该提醒学生正确认
识反常现象，这样更能激发学生探索欲和求知欲。 

二、设置阶梯问题——实验更深入 
如何将观察到的实验证据进行推理，深化学科思维，形成化

学素养。阶梯问题的设置可以引导学生由局部到整体，有宏观现
象到微观实质，自然而然形成化学核心素养。在钠与水的实验中，
设置问题（1）钠浮在水面体现那些性质？（2）钠为什么在反应
中融化成小球？（3）导致钠四处游动的原因是？（4）溶液变成
红色说明什么？在分析现象证据的基础上，通过推断钠的性质，
学生认识到物质变化与能量的变化的关系，体味化学素养“变化
观念”。还可进一步引发学生思考生成的气体是什么？如何通过
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启发学生从质量守恒定律元素守恒的角
度推气体成分、氧化还原的角度分析推断气体的成分，设计不同
实验验证、推断结论学生体会到宏微结合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
“证据推理和模型认知”能力，“实验探究和创新意识”素养的
形成得以实现。 

三、深化开发实验功能——实验效果更显著 
时代变迁，新的教学理念被教师所接受并应用于实际教学

中，部分传统实验在学生知识网的形成，能力素养的培育过程中
作用不明显，许多教师对部分不再符合新教学理念的传统实验加
以剔除，能否对这些传统实验加以深入探究，挖掘其合理性更充
分地发挥其实验价值，是拓宽学生思维让学生认识到实验不是一
帆风顺、颠覆不灭的，更能体现科学精神素养的养成。 

在“钠的性质”一节中，教师对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的实验
常常感到困扰，该反应历程复杂、实验现象多变、控制不当还可
能发生意外事故。可如果我们深入思考（1）该实验中钠与硫酸
铜的剧烈反应恰好与初中实验铁与硫酸铜进行对比，学生更深刻
认知到金属钠的活泼性，对学生认识金属活动性起到实证作用，
学生在后续学习元素周期律也准备事实材料。（2）在钠与硫酸铜
反应中，学生除观察到钠与水的反应现象外还可能出现钠的燃
烧，黑色物质生成的现象。这对启发学生辩证看待实验现象，对
反常实验现象的推理，针对客观实验现象的质疑，学生更能体会
到化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一试即成的。在科学探究的道路上充
满荆棘与困惑，但同时也有柳暗花明的希望，对学生“实验探究”
和“科学精神”素养方面得培育更具有教育价值。 

四、危险实验的分析研究——客观认识实验功能 
对于中学教学中涉及到有一定危险性的实验，教师们考虑到

学生安全，即使丧失部分实验功能也宁愿进行嘴上实验、黑板实
验。可是从培养适合学生终身发展的学科素养来说，教师不可能
规避掉所用的危险因素，终有一天学生要独立面对，过多的保护
与防范反而让学生无法正确认识实验的危险性进而导致更严重
的事故。也不利于学生科学精神的养成。例如，铜与浓硫酸的反
应中部分小组取用浓硫酸过量导致出现试管炸裂。在实验结束后
组织学生分析（1）为什么出现试管炸裂现象？可能是哪些原因？
（2）对于出现实验危险事故我们应如何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应
遵循哪些原则？（3）为确保实验的安全有效，对现有的课本实
验做哪方面的改进？这些问题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亲身感受到
实验的危险性和事故的不可逆性，深刻体会科学探究来不得半点
虚假，任何实验的成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进行实验探究中无
论是实验流程还是试剂的取用都要以标准为准绳。对问题 3 的分
析，学生开阔的思维，提出很多有效可行的方案，教师鼓励学生
对设计的方案加以实践，学生无论从理论知识还是动手操作能力
方面都有不同的体会和提升。 

教师不仅不应该刻意回避危险性实验更应顺势而为，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和面对意外事故的发生，当然教师也应在教学多次研
究，控制危险性实验的程度即起到教学功能同时确保学生安全。 

实践体现化学实验无论是三维目标的实现，还是培育学生化
学学科素养方面的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功能。目前，作为一个有想
法的化学教师更应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主动探究、大胆实践为
培养适应学生终身发展的学科素养养成，深入挖掘实验教学的功
能，让实验教学在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过程中体现更积极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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