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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国家的教育事业可以实现像如此的迅速进步，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功不可没。当今的时代在进步，教学方法
在群众教育产业中占据的地位也更加的重要，将实践与理论相结
合能够在有效率的提升物理化学的实验效率，提高他们的实验专
注性，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实验效率这一目的。使用理论与实践
结合这一教学模式，可以达成普通教学模式所达不到的效果。

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实验课程中的意义
1.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主要内涵
常常被提及的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其实就是将实践活动融入

进经典的教学模式之中，利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活动革新教学方
式与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课程内容，使用实践活动将课
程要点与课外拓展知识连接起来，为学生营造出更为轻松、更富
趣味的课堂环境，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致，强化学生的知识掌握程
度，将教学的效率提升至最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应用至物理化学实验活动中不止能够推进教育事业的进步，还能
够增加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交流[1]。

1.2理论+实践教学模式的关键特征
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可以助力个人进步。如果理论+实践教

学模式得以施行，学生便有很多亲身实验的机会，可以触及先进
前卫的技术，这可以激发学生的探求欲望，鞭策他们进行创造性
活动。在经过团队合作沟通与教师的合理引导后，学生将会产生
一些新奇的想法，并乐意将这些想法付诸行动。理论+实践教学
模式的实施有助于教育系统更新改革。近些年在理论+实践教学
模式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创意想法，这使国家的创
新型人才战略获得响应，使国内鼓励创新与实践的思想愈加浓厚。
这种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当前的人才培育方式，加速了培育
方式的完善更新，可以为国家培育更多的创新型人才。理论+实
践教学模式也推动了课程改革，相关学者认为，持续建设与施行
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可以应对经典教育系统中的存有的问题。

2　当前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与缺陷
当前物理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存在缺陷，这自然是干扰

了化学教学的日常开展。课程的缺陷基本有五点：第一点是有些
教师因为实验器械操作方法较为繁琐而规避或略过较难的实验，
以理论讲述代之；第二点是一些实验成功的概率较低，因为教师
对实验的掌握度较低却又直接将其在课程上展示，导致了实验的
失败，也干扰了日后化学课程的展开；第三点，近几年各个学校
开始重视实验器材完备的程度，完善了相当一部分器材，然而实
验器材整体上依旧较为落后，还有部分器材可能存在严重的安全
风险，如果不能及时更新换代，不仅是影响实验课程，更可能危
及学生安全。

3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物理化学实验教学的改革策略
3.1利用先进技术优化实验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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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时代科技与经济怎样进步，实践一直是教育产业所强调与不可缺少的事物，基本所有行业的运行都需要依靠实践，
教育行业自然也是这样。近些年国内的教育行业依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与发展，理论与实践在教育行业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为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开拓出新的“领地”，
所以物理化学教学也需紧随时代潮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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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学校着力培育创新意识，可以在课程教学中使用
3D打印与信息化教学等先进手段。3D打印技术等先进手段可以达
到创新性化学实验的目的，也可以优化实验器械和方法。一些化
学仪器存有纵向连接较多的情况，例如，锥形瓶在与分液漏斗链接
时总是会产生倾倒的现象，假如没有铁架台予以固定，那么该实验
将难以继续进行。如果有了3D打印技术，可以打印出上下铁圈，防
止倾倒现象的出现，也可借此保障实验的进行。传统的课堂教学模
式中，可能会有多个学生提出问题的状况，教师在课堂上解答总是
会浪费课堂时间，这种情况频发会打断教学计划，拖延教学进度，
所以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构建一个教师为学生解答疑惑的平台，当
学生在课堂上产生疑惑的时候，可以课后将其上传至该平台，教师
在空闲时间需要为其解答疑惑，有些问题依靠教师的口头描述是难
以解释清楚的，所以可以在这一解答疑惑的平台上使用语音加视频
讲解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2]。构建这一平台也是拓展教师
教学的场景，教学与解答疑惑不再局限于课堂与学校，可以让学生
在巩固课程知识的前提下进行创新性思考。

3.2依靠创造性思维完善经典疑难实验
国内科技与经济的迅速进步，使得教师肩负的人才培育职责

越加艰巨，要想让创新型思想引领课程发展，教师需要高效率的
传达创造性思维与动力。如果学生给出某个新奇的想法建议，这
就是创新，学生的创新想法总是能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以木炭与
氧化铜的实验作为例子，经典实验将这两种物质反应以后产生的
固体混合物倒到石棉网上面以寻找红色固体，在此实验中可能会
有铜被氧化产生氧化铜的状况，虽然可使用其他方法来避免氧化，
但是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不小的难度。这时可以让学生依据这种
状况开展研讨，找出应对方法。一些学生建议把反应生成的固体
快速浸入盛有稀盐酸的容器内，这不只可以除去氧化铜，还可以
防止氧化。教师与学生对这一方法开展了验证，在验证过程产生
了明显的红色铜单质。所以这一方法是可行的，可见依靠实践+理
论的教学模式是能够完善实验的。

4　结束语
国家的经济、科技等方面正处于急速进步的状态，创新理

念也慢慢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化学实验教学有必要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嵌入到经典教学方式
中，可以触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总体来说，在物理化学教学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够提升明显
的教学质量，达成培育学生创新能力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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