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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改进与创新 

宋艳 
（公主岭市永发乡中学校  吉林  公主岭  136107） 

摘  要：本文探讨了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改进与创新，通过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实验思维能力，

促进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和理解。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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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在教育改革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实验内容单一、

实验操作难度不够适应学生等。因此，如何改进和创新初中化学

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培养学生的实验思维成为了当

前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一、实验教学的重要性 

1.1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是为了让学生通过亲自实验和观察，亲身

体验化学知识，培养他们的实验操作能力、观察分析能力和科学

思维能力，从而提高他们对化学的兴趣和理解。 

1.1.1 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实验操作能力是学生进行实验的基本能力，也是化学学习的

基础。通过实验教学，学生能够学习和掌握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

如称量物质、使用实验仪器、调配溶液等。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

能力可以提高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和操作技巧，为他们今后进行

更复杂的实验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实验教学对学生的影响 

1.2.1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验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实践能力。在实验中，学生需要

亲自动手进行实验操作、观察结果，并根据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和

归纳。这样的实践过程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化学知

识，培养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通过实验实践，学生能够将抽象

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际操作，提升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学习

质量。 

1.2.2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实验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在实验中，学生需要遵

循科学的实验方法和规范，进行观察和分析，并从实验结果中得

出科学结论。这样的实验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态

度，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学生通过实验教学，能够体

会到科学的严谨性和探究性，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1.2.3 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实验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在实验过程中，学

生可能会遇到各种实验中的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观察、分析和

思考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学生能够培养

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实验教学也能够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通过与同学们共同进行实验，学生能够

学会协作与交流，提高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二、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分析 

2.1 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问题 

2.1.1 实验内容单一 

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存在实验内容单一的问题。在传统的实验

教学中，通常只进行一些基础的实验，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和兴趣。这种情况下，学生难以全面了解化学的各个

方面，无法培养出对化学的全面理解和兴趣。 

2.1.2 实验操作难度大 

传统实验教学模式中，实验操作难度往往较大。学生在进行

实验时可能面临操作不熟练、仪器使用不熟悉等问题，导致实验

效果不佳。这样的情况会给学生带来困惑和挫折感，影响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和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 

2.2 实验教学的挑战 

2.2.1 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的应用 

实验教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应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教育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和技

术，如虚拟实验、模拟实验、远程实验等。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和

技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实验学习，提供更丰富的实验体验

和学习资源。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创造更多

的实验教学机会，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2.2.2 学生对实验教学的需求变化 

实验教学面临的挑战之二是学生对实验教学的需求变化。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变化，学生对实验教学的需求也在不

断变化。学生希望通过实验教学能够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动手

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不仅仅是掌握知识点。因此，教师需要根据

学生的需求，调整实验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使其更符合学生的学

习需求和发展目标。 

三、改进和创新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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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入多样化的实验内容 

3.1.1 从实际生活中选取实验内容 

为了增加实验教学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可以从实际生活中选

取实验内容。比如，在学习酸碱中和反应时，可以设计实验来模

拟日常生活中的酸碱反应，如柠檬汁和牛奶的酸碱中和反应。学

生通过进行实验，能够更直观地理解酸碱中和反应的原理和应

用，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3.1.2 引入跨学科的实验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跨学科的能力，可以引入跨学科

的实验内容。比如，在学习化学反应速率时，可以设计与物理学

相关的实验，如使用温度计测量反应速率随温度变化的规律。通

过引入跨学科的实验内容，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广度，培养学生

的综合思维和跨学科的能力。 

3.2 优化实验教学的环境和条件 

3.2.1 提供适当的实验材料和设备 

为了保证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需要提供适当的实验材料和

设备。教师需要提前准备好足够的实验材料，确保每个学生都能

够进行实验。同时，需要确保实验设备的齐全和正常运行，以避

免因设备问题而影响实验教学的进行。提供适当的实验材料和设

备，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验条件，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 

3.2.2 创建良好的实验教学氛围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需要在实验教学中创建

良好的教学氛围。教师可以通过讲解实验的背景知识、引发学生

的思考和讨论，以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验，营造出积极、活跃

的实验教学氛围。此外，可以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

团队合作和互动，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创建良好的

实验教学氛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提高实验教学

的效果。 

3.3 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 

3.3.1 利用虚拟实验技术辅助教学 

虚拟实验技术是一种利用计算机模拟实验过程和结果的教

学方法。通过使用虚拟实验软件，学生可以进行实验操作和观察，

并获得实验结果。虚拟实验可以弥补实验设备和材料不足的问

题，同时减少实验操作中的安全风险。教师可以利用虚拟实验技

术辅助教学，提供更多的实验实践机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探究精神。 

3.3.2 引入探究式实验教学方法 

探究式实验教学方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自主探究为核心

的教学方法。在探究式实验中，学生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进

行实验操作、观察和分析实验结果，从而主动探索和发现科学知

识。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者和引导者，引导学生进行实验和思考。

引入探究式实验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3.4 学生参与度的提高 

3.4.1 开展团队合作实验 

团队合作实验是一种促进学生参与度的有效策略。通过组织

学生进行小组实验，可以激发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在实

验中，学生可以相互协作、共同解决问题，提高实验效率和质量。

组织学生形成小组，每个小组由 3-5 名学生组成，确保每个学生

都能有参与的机会。在实验前，明确小组成员的任务分工，让每

个学生都有责任和参与感。 

鼓励小组成员之间相互交流和合作，帮助解决实验中的问

题。设置小组合作评价机制，鼓励学生互相评价和反馈，促进团

队合作的改进和提升。 

3.4.2 提供实验自主选择的机会 

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可以给予学生一定的实验自主选择

的权利。通过让学生选择感兴趣的实验项目，可以增加他们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他们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和参与度。提供多个

实验选题，涵盖不同的化学知识点和实验技能，让学生根据自身

兴趣进行选择。在选择实验项目时，要确保实验的可行性和安全

性，提供必要的实验指导和支持。鼓励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进行自

主探究和创新，培养他们的实验设计和问题解决能力。注重对学

生自主选择实验的评价和反馈，根据学生的选择和表现，进行适

当的指导和引导。 

四、结论 

通过改进和创新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验操

作能力和实验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和理解。这

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应该

充分利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创造条件和环境，使实验教学更

加富有创造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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