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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微课在高职《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彭红英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南京 210017）

摘要：《无机化学》实验课是高职的一门专业实验课，其目

的是让学生掌握无机化学的实验原理，规范学生的操作技能，提

升学生的综合知识水平。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在无机化学的实验

教学中仍旧存在实验操作不规范、讲授时间不足、与理论知识的

结合不够密切等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就可以利用微课

展开教学，如此既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规范学生的操作流

程，又可以促进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基于此，本文就微课在高职《无

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展开了研究，以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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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是伴随着信息技术而诞生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由于微

课具有生动形象、短小精悍等特点，所以，当前微课已经成为了

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无机化学》实验涉及的流程较为繁琐，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顾此失彼，无法将整个实验流程牢记

于心，并借由实验明白《无机化学》知识点。为此，教师就可以

利用微课，将《无机化学》实验知识，拆分成具体知识点。如此，

既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让学生针对自己的不足之处，

进行重点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一、微课的优点

（一）可实现移动学习

传统的《无机化学》实验教学只能借由课程展开，由于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学生的学习时间非常有限，这就使得学生无法有

效掌握全部知识点。

而微课是一种以视频、音频、图文等为载体的授课模式，学

生只需要一部移动设备就可以随时随地学习。高职院校为学生安

排的课程相对来说，极为宽松，学生课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自己

学习知识。

传统教学模式较为乏味，学生课后也不愿意通过课本学习知

识，这就使得学生将课余时间全部用来玩乐。这对于学生学习专

业知识，以及个人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微课具有多种形式，不仅形象生动，而且饱含趣味，能够有

效吸引学生注意力，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因此，微课的出现

既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拉长学习时间，又可以培养学生

学习兴趣，让学生真正爱上学习无机化学。

（二）有利于知识的掌握

一堂课一般有四十五分钟，想让学生整堂课都保持着高涨的

热情，全神贯注学习《无机化学》实验知识基本是不可能的。研

究发现，人在 5 到 10 分钟内学习效果最佳，这个期间，学生思维

最为活跃，记忆效果也比较好。

微课是微型课程，它是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小知识点展开的教

学，一般都是五分钟左右，最长也不超过十分钟。因此，微课视

频更有利于学生高效地掌握知识。

此外，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不同的，课

堂上的时间有效，教师有时无法针对每个学生的疑问都进行详细

的解答，这就导致学生容易存在诸多疑问，降低《无机化学》实

验教学效率。微课虽然是碎片教学，但是微课却可以全面覆盖无

机化学中的每一个知识点。因此，学生就可以利用微课解决学习

中存在的问题，完善自己的知识网。

二、《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实验操作缺乏规范性

在进入高职前，学生已经学习了四年的化学知识，所以大部

分《无机化学》实验教师认为，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实验操作

流程，在教学时，不需要过多演示，只需要带领学生探究实验原理，

让学生观察化学反应即可。因此，当前教学中，大部分教师都是

以正常速度为学生演示一次操作流程，就要求学生自己动手。然而，

在初高中阶段，学生主要学习的是理论知识，对于如何操作化学

实验了解得并不多。因此，教师粗略地演示一遍，学生根本无法

掌握要领，这就使得他们的实验操作缺乏规范性。

（二）教师讲授时间不足

高职《无机化学》实验的数量较多，留给教师的教学时间却

十分有限，为了将所有的知识点教授给学生，并为学生留出充足

的实验时间，教师就必须压缩讲授时间。通过针对一个化学实验，

教师需要完成的工作，不仅是为学生示范一遍实验流程，还需要

为学生讲解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以及实验的关键处，如何安全

进行实验等。这些知识点复杂多变，教师想要完全讲授给学生就

会占据学生的实验时间，实验时间不足，学生就难以完成整个实

验流程。在两难之下，大部分教师会选择压缩讲授时间，如此一

来知识点就会被压缩，无法展开。这不仅不利于学生了解实验流程，

懂得实验知识，也会影响实验的成功率。

（三）与理论结合不够密切

《无机化学》是与理论课程相结合的，学生具备了相应的理

论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实验原理。然而，当前高职《无机化学》

的理论与实验课，却存在联系不够密切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

实验教学时间有限，教师仅为学生讲解实验知识，安排学生独立

完成实验，都需要紧锣密鼓地完成。因此，在实验教学中，教师

没有多余的时间引导学生结合理论知识进行思考。此外，学生自

学能力不足，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依赖教师，不会主动将实验

环节，以及实验中出现的问题与理论知识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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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课在高职《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一）改变学习模式，培养学习兴趣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化学实验流程都是枯燥难以理解的。

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依赖于语言的讲授与为学生展示

相关图片等，让学生辨析实验器材，了解实验流程。这种教学模

式下，实验课堂无疑会变得枯燥，难以吸引学生兴趣。

高职学生已经成年，学校对他们的管理较为宽松，因此，大

部分学生都拥有手机、电脑等物品。课堂教学乏味，学生就容易

出现在课堂上玩手机等现象。为此，教师就可以在《无机化学》

实验中合理利用微课，将一些难以理解、抽象的知识点，借由微

课视频展现在学生眼前。如此，既可以攻克实验教学难点，又可

以吸引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课程参与度。

例如：在硫酸铜提纯的试验中，最后蒸发浓缩出来的是晶膜。

而在海盐精制氯化钠实验中，其所蒸发出来的结晶是稀粥状的。

对于这两种结晶的形态，大部分学生都不理解，也不明白他们之

间存在的区别。因此，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大部分学生都一知半解，

无法真正理解这两个实验中的所有知识点。引入微课后，教师就

可以为学生播放微课中与这两个知识点有关的小视频。如此一来，

学生就能直观地看出物质的溶解度会随温度变化，不同温度下物

质蒸发出的结晶形态也存在不同。此外，学生也能从两个视频的

对比中，进一步加深对无机盐蒸发结晶提纯相关知识点的了解，

扩宽自身化学知识的深度和宽度。

（二）规范操作流程，提升动手能力

在传统《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由于时间有效，所以教师

只会为学生粗略地演示一遍操作流程，不会将实验细节拆分开，

详细告诉学生应该如何规范操作。这就使得许多学生无法掌握实

验的全部要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为解决这

一问题，教师就可以将化学实验的细节拆分开录制成微课视频，

供学生课前预习。如此，学生就能根据自己对化学实验的掌握程

度，多遍观看，自主学习。此外，学生在自己动手实验的过程中，

如果对实验细节存在疑问，也可以随时通过微课解决。

例如：化学实验中包含着许多器材，每一种的使用都有着独

特的方式。因此，教师就可以将酒精灯的使用、试剂的取用、固

液分离、热过滤、萃取、蒸馏等录制成微课视频供学生学习。由

于高职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水平不同，有的基础较为薄弱，如果

教师录制的视频太过简单，他们可能无法掌握要领。因此，教师

在录制视频的过程中，应该将学生当成初学者，尽量将实验步骤、

容易出错的地方、操作要领、如何安全操作等详细、具体地为学

生演示出来。如此，学生就能在微课视频的辅助下，尽快规范自

己的操作流程，提升自己的实验效率。

（三）节约实验时间，提高完成质量

完成一个《无机化学》实验，步骤是非常繁琐的。但是由于

课堂时间有效，教师无法为学生多遍演示，这就使得学生在操作

中容易出现顺序颠倒，忘记关键步骤等现象。这不仅容易使实验

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还容易发生安全隐患。为此，教师就可以将

无机化学每个实验都录制成微课视频，供学生利用零散的时间学

习。如此，课堂就变为了教师答疑和学生操作的时间，这无疑会

极大程度地解决实验时间，提高完成质量。

例如：在教授学生十二钨磷酸的合成及红外表征这一实验时，

由于学生还没有学习仪器分析知识，红外光谱及红外相关测试知

识也基本为零，所以教师为学生演示一遍实验流程，学生既无法

明白实验原理，也不能熟记实验流程，所以在学生动手操作时，

就会存在种种问题，严重降低实验效率。为此，教师就可以将实

验操作流程录制成微课视频，让学生课下学习。如此，学生就可

以深入了解这些知识，并将自己不懂的知识点总结出来，课上由

教师集中解答。这样学生既可以尽快熟悉所有的知识点，懂得如

何正确操作实验流程，又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促进自身发展。

（四）理论结合实验，提升综合能力

在传统《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由于讲解时间有效，所以

教师通常不会对与实验相关的知识点进行深入分析，这就使得学

生认为实验是化学知识是两个分裂的存在，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不

会主动结合理论知识去思考为什么。在学习理论知识时，他们也

不会主动联想，应该用怎样的实验流程，验证理论知识。为此，

教师就可以将与实验相关的所有理论知识录制成微课视频，让他

们结合实验去学习，以此，提升他们的化学综合水平。

例如：氧化还原反应与平衡主要考察的是原电池、影响电极

电势的因素等知识点。因此，此实验的教学重点，应该是将实验

与电化学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因此，教师就需要将原点是的装配、

能特斯方程的应用等知识点录制成微课视频。如此，学生就能通

过自主学习了解与实验相关的全部知识点。在这个自主学习的过

程中，学生不仅能深化对理论知识的认知，还能发现化学实验的

趣味，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微课融入高职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是打破当

前教学僵局，提升教学效率的重要途径。为此，教师就需要全面

了解微课，明白其优势所在，然后将其运用于改变教学模式、规

范操作流程、节约教学时间以及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中。如此，

微课方能全面渗透于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有效提升学生的化学实

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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