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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技术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秦毓辰　苏　宁 

（河南农业大学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本论文探讨了虚拟仿真化学实验在教学中的应用及其必要性。通过对虚拟仿真技术的特点和优势进行分析，阐述了其在化学

实验教学中的重要性。虚拟仿真化学实验可以提供安全、高效、灵活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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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正面临着一场革

命性的变革。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手段，以其

独特的优势，正逐步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研究表明，虚拟

仿真技术能增强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教师要充分利用该技术，

让学生对实验室产生好奇心，对化学实验产生浓厚兴趣，进而积

极培养学生的化学实验核心素养，增强学生化学理论知识认知与

分析能力，突出化学实验的文化性特点。

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概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指学生在电脑端，根据老师的指导或网

上指令进行实验操作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特点

1. 安全性高

避免了可能对学生和实验环境造成的损害，让学生可以放心

地进行各种实验操作。

2. 节省时间和成本

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多次重复实验，无需担心器材的损耗

和实验材料的浪费，从而在更短的时间和成本内实现更好的学习

效果。

3. 资源共享

学生在同一虚拟环境下进行实验，实现资源的共享。这不仅

有利于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还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合作意

识和实验能力。

4. 趣味性

传统教学中存在的枯燥、死板的教学模式以及各种危险实验

可能对学生产生抵触学习的情绪，而虚拟仿真实验能够激发学生

对实验的探索欲 ，增强实验的趣味性。 

三、咖啡碱的提取与鉴定虚拟仿真实验

（一）实验教学目的

在传统化学实验中，咖啡因的提取分离属于有机化学实验的

内容，咖啡因的分析鉴定（红外光谱法、 GC - MS 联用法、 HPLC 法）

属于分析化学实验的教学内容。由于大型分析仪器费用较高，数

量较少，通常只有老师进行实验操作，学生很难有机会亲自操作。

为突破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充分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学生的洞察力、严谨的思维能力、扎

实的操作技巧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的培养为目的，该实验提出了创

新培养的实验方式，将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的实验教学进行了深

入的结合，克服各自的缺点，达到了优势互补的效果，打破了时

空的局限，解决了实验时间长、仪器设备少的问题，为长时间、

高消耗、系统化的综合性实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本实验以“茶中咖啡因的提取与纯化”为基础，采用虚拟仿

真技术，对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同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流程，

内容包括咖啡因的提取、纯化、结构鉴定、定性和定量分析等环节。

在充足的互联网资源下，对学生进行咖啡因提取、纯化、结构鉴

定与定量分析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培养学生应用各种技术方法解

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 1. 实验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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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学习过程

在虚拟仿真平台上，按照图 1 所示流程图，学生可以观看视频，

查看有关实验的具体介绍。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和实验介绍对

实验有了初步了解；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操作；

课后习题为主观题，答题结束后系统会对学生的答案进行评分；

最后经报告系统出具一份实验报告以供教师进行评阅。

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必要性

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相比，传统实验教学会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在大部分高校中实验场地有限，不能让所有学生同时进行实

验操作，并且大型精密仪器维护与检修时间较长，成本较高，不

能让学生们在平时的操作中使用，缺少专业人才，这对大学的传

统实验教学模式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高技术素养的实验教

育人才较少，实验老师的职业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与传统教学

模式相比，其教学模式更加新颖，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得到了进

一步加深（图 2）。

图 2. 虚拟仿真教学结构图

五、结语

在数字时代，虚拟仿真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其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已逐渐成为许多高等院校一种新型的实验教学模式。尽

管虚拟仿真实验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实验，但它在教育教学中仍然

具有独特的价值。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虚拟仿真实

验会在未 来的教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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