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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课程标准，初中化学教师在

实验上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趣味化学实验教

学就是在实验中增加了趣味的环节和设计，为学生营造

一个生动的实验学习氛围。趣味化学实验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实践验证思维和综合能力，让学生更能掌握运用知

识的方法。

1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初中阶段的化学教学，教师要认识到实验教学对于

学生化学学习的重要性，要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出发来

发现化学学习中的乐趣，进而积极有效地开展化学知识

通讯作者简介：李丽，女，汉，1975年7月，山东济

南，山东省实验初级中学，一级教师，教师，山东省

教育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初中化学教育，邮箱：

8566106@163.com。

的学习，激发学生化学学习兴趣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开展

化学实验。目前，学生在学习化学的过程中觉得化学知

识的学习是和自己的生活实际不相关的，这就导致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性，不积极地将所学的知识和

实际的生活有效地联系起来，这就导致学生学习化学的

效率不高，不能够在生活实际中学以致用 [1]。

2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生活化的路径

2.1 利用生活物品代替化学实验用品

在化学实验中，有一些化学实验药品或实验仪器并

不一定要用实验室的相关用品才可以进行实验操作，也

可以用其他物品加以代替。当我们需要用实验用品以外

的物品代替化学实验用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身边

熟悉的物品。因此，生活物品自然而然地用于替代化学

实验用品。从目前的初中化学实验教学来看，以下相关

实验或实验仪器，可以利用生活物品来代替化学实验用

品。例如，在过滤液体的实验中，漏斗、滤纸、玻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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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实验仪器用品就可以用生活中的矿泉水瓶、筷子、

棉花、纱布来代替；在制取二氧化碳的实验中，也可以

利用生活物品来代替相关的实验用品，如可以用红墨水

来代替实验用品品红，起到色素的作用、用鸡蛋壳代替

大理石充当实验药品、用洁厕灵代替稀盐酸充当实验药

品等；在制取氢气的实验中，可以用洁厕灵代替稀硫酸

起到酸性剂的作用，用瓷碗代替蒸发皿来装溶液；在自

制灭火器的实验中，可以用小药瓶来代替试管，起到反

应容器的作用，用家用纯碱代替碳酸钠作为实验药品，

用食醋代替稀盐酸作为实验药品。在化学实验中，实验

仪器用品和药品通常都是按照实验标准来配备和选用的，

教师在开展生活实验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这些仪器用

品的特点以及相关的使用要求，结合生活中的一些日常

用品，用生活物品加以替换。但教师要注意根据实验药

品的性质和作用选择相应的生活物品加以替代。

2.2 将生活中的事物作为化学实验药物，做到实验药

物“生活化”

通过寻找生活中的一些物品来用作化学实验药物，

学生能更好地将化学中的各个元素与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相关联。比如，学生在学习到“铝”元素时，就可以与

易拉罐建立联系；在学习到“氯化钠”时，就可以联想

到食物中最常见的“盐”；在涉及“碳酸钙”时，就能

和“鸡蛋壳”相关联等。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会让学生

觉得化学与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一开始听上去难懂、不

熟悉的专业性名词在与生活相关联后会变得“平易近

人”起来。这样，学生就会对化学产生兴趣，觉得化学

是有用的东西，而不会产生“畏难”心理。由于生活中

许多物品都与化学元素息息相关，所以，在进行相关知

识的化学实验时，学生就可以将生活中的物品作为化学

实验药物，做到实验药物“生活化”。这样既能减少学校

的实验成本，也能使学生更加直观地认识到化学实验的

效果。例如，教师在进行“溶液 pH 的测定”的实验教学

时，对于酸、碱溶液的选择，就可以在生活中选取。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寻找一些酸碱溶液，这样学生

就会联想到食醋是酸性溶液，而肥皂水则可以作为碱性

溶液来进行实验。学生在家中就可以自己进行酸碱溶液

的 pH 测定，这也有利于提升学生化学学习的兴趣。在学

生进行化学实验后，教师就可以再将实验内容进行适当

的拓展，告诉学生，除了醋和肥皂水，生活中还有许多

的酸碱溶液，然后让学生选取家中的洁厕剂、洗洁精、

洗手液等液体来进行 pH 的测定，从而判断各种溶液的酸

碱性。这样的拓展类教学能让学生进行发散性的思考，

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 [2]。

2.3 实验设计生活化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大部分实验活动都来源于教

材。教材提供的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虽然具备很强的科

学性和可行性，但受限于时空条件、操作环境等客观因

素，这些实验的现象呈现、教学效果往往会受到一定影

响。教师对教材提供的实验素材进行创新优化，设计生

活化实验教学项目，使化学实验演示和操作更加切合初

中生的生活经验、认知习惯，从而更加顺利地将学生带

入化学实验学习场景中。教师要具备动态调整的教学意

识，立足学生化学实验学习的实际需求，对演示实验、

分组实验、自主探究实验进行恰当的修改和完善，进行

化学实验的再设计。例如在引导学生准确认识质量守恒

定律时，教师常常用碳酸钙和稀盐酸的化学反应实验进

行验证。但由于该实验要求在密闭容器中进行，实验过

程可能会受稀盐酸溶液用量的影响而出现冲塞现象，使

得实验前后质量发生变化，造成整个化学实验前功尽弃。

教师着眼于该实验的生活化设计进行调整，用废弃的塑

料瓶作为密闭容器开展实验，分别称重比较实验前后的

整体质量大小，向学生展示实验反应前后质量并没有发

生变化，从而用实验验证质量守恒定律的正确性。实验

结束后，教师打开塑料瓶瓶盖，将产生的气体放出，以

此教导学生该实验使用密闭容器的重要性，培养学生规

范操作、科学探究的实验意识。教师根据实验室实验设

计的局限性，对实验材料和实验操作过程进行动态调整，

使用塑料瓶开展化学演示实验，不仅实验操作变得更加

简单方便，还弥补了实验室实验容易出现冲塞现象的演

示短板，确保了化学实验结果的精准度；教师适时渗透

规范操作的实验指导，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刻地认识规范

实验行为的必要性，形成科学探究的学习意识 [3]。

2.4 实验场所生活化

初中化学生活化实验教学突破了学科教学与日常生

活的隔膜，使传统的封闭式实验教学变得更加多元与开

放。教师深度剖析教材内容编排设计，全面把握每个实

验的化学原理、操作步骤、具体结论、方法应用，围绕

这些实验教学的关键要素，切入生活实验设计，向学生

投放一些适合在课后动手操作的化学实验内容，将化学

实验教学延伸到课外，引领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完成

实验操作和结果分析，历练学生化学思维的灵活性。学

生在课后化学实验学习中的自主性更强，得到的学习成

果、遇到的学习困难也更加难以预料。教师要发挥实验

教学的主导作用，借助信息教学资源、学习任务单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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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高学生生活实验学习的实效性。“自制净水器”是

鲁教版初中化学教材编排的一个趣味家庭小实验，教师

依托教材内容设计，让学生认真阅读教材编排内容，利

用互联网查询更多自制净水器的实验资料，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完成生活实验项目。教师通过

微信群了解学生实验完成情况和遇到的学习难题，围绕

学生提出的选材问题、操作问题、使用问题进行针对性

较强的课下指导。在多元化的实验素材和有针对性的个

别辅导下，大部分学生都较好地完成了净水器的制作，

准确理解所学化学知识 [4]。

2.5 布置生活化实验作业，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学生

的课余时间也成为指导学生开展化学实验的绝佳时机，

这对于巩固学生的化学基础、锻炼其实践能力也具有促

进作用。因此，为了拓展实验教学的范围，强化初中生

的实践能力，教师可以布置生活化的实验作业，借助微

课视频、公众号等载体，设计和布置作业，带给学生新

鲜的体验感，给予学生自主实验和探究的机会，让他们

自主选择生活素材展开化学小实验，从而增强他们应用

化学理论知识的能力。然而，大多数教师都不会在实验

教学中布置生活化的作业，也不会根据实验教学的内容

精心设计作业内容。在这样的实验教学模式中，学生很

难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的能力。针对学生缺乏解决问

题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一弊端，教师可以在考量安全因

素和现实可行因素的基础上，为学生布置能够在家庭

中完成的实验作业，让他们在与家长的通力合作中探

索化学问题，以此不断提升他们应用化学知识的能力。

在这样的实验教学模式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效果也会

不断加强 [5]。

3　结束语

化学是一门离不开生活的学科 . 生活化的化学实验，

可能因为实验材料、实验方式等的诸种原因而影响实验

效度，从而导致学生对实验的科学性、合理性产生怀疑，

对此教师应有充分的估量 . 实验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

地观察、批判、质疑、反思、证明等，从而不断提升学

生生活化实验的水平，提升学生生活化实验的效度 . 生活

化的化学实验，增进了学生的感受、体验，促进了学生

化学学习知情意行的有效结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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