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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素养视域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创新探究
宋传宝 

（富宁县第一中学，云南 文山 6634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为了培养出新型人才，教育部提出了核心素养教育理念。

在高中化学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立足于学科素养，在现代化教育理念指导下，对高中化学实验教学进行创新探究，以提高化学实验的效

率和质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自主地参与到学习中，成为学习的主人。本文，我将对学科素养视域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展开探究，以期

为化学实验教学带来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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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理论和现实高度结合的学科，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非常广泛。学生思维活跃、头脑发达，学习能力较强，他们应

付考试、做试卷上的题非常容易，但是说到动手能力就差一些了。

作为高中化学教师，我们除了要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更要关心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要从过创新化学教学方法，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高化学课程的综合教学质量。

一、学科素养视域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教学多，实验教学少

在高中化学学习过程中，由于课程要求，化学教师不得将理

论课程安排地相对紧密。但是为了增加理论教学实践，不少教师

将实验教学改成理论教学，以此提高教学效率，加强课程知识讲解，

完成教学目标。

但是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各有优点，如果教师将实验教学改

成理论教学这样会使形象化的实验课程变成简单枯燥的理论讲解，

从表面看，教学效率提高了，教学进度加快了，但是从学生长远

发展和学科核心素养层面看，这种教学模式并没有提高教学效率。  

（二）演示实验多，自主实验少

实验教学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教师演示实验，另一种是学生

自主实验。但是，受应试教育的遗存理念影响，在当前高中实验

教学中教师演示实验较多，学生自主实验较少。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实验步骤直接告诉学生，学生按

步骤操作即可，但忽略了实验思维的引导。在这种实验教学中，

学生不会不会思考产生该实验结果的深层原因，也学不会自主设

计实验的能力。

这种“讲实验”代替“做实验”的实验课程，没有将实验教

学的真正作用发挥出来，并没有对学生的学习模式和思考模式产

生影响，学生还是按照题海战术和死记硬背的手段学习化学。

    （三）完成实验过程，忽略思维引导

当前高中阶段，不少实验课程教学还是极依赖课本。在不少

化学实验课程中，学生按教材中的实验步骤操作实验，但是并没

有思考实验操作的设计原理。做化学实验时，学生依靠死记硬背，

并没有进行灵活思考和灵活处理。

实验教学最重要的是将学习主体地位还给学生。化学的目的

是探究，通过实验将书本上的知识内化到学生知识体系中，从本

质上理解化学知识、理解化学方程式。当前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没

有突出思维引导的作用，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也没有发挥想象力，

设计实验步骤，掌握学习主动性。

二、学科素养视域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对策

（一）创新实验教学方式，做到以学生为主

化学实验教学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实验操作步骤，实验教学

需要学生灵活思考、灵活处理，最重要的是将学习主体地位还给

学生。实验教学是为了引导学生探究，引导学生通过实验将书本

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化学知识、理解化

学方程式。

传统的实验方式以教师演示实验为主，或者教师辅助学生完

成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起到的是辅助作用，他们既不

会主动去思考实验需要怎么完成，也不会主动去探究化学反应是

怎么发生的，完全是机械地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做。

这种实验方式不仅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能让学

生们真正理解化学的真谛。教材中的化学实验没有具体实验步骤，

目的是让学生发挥想象，设计实验步骤，让学生掌握学习主动性。

近年来的教学理念推崇转变传统教学主体地位，将学习主动

权交还给学生。强化化学实验课程就是基于这一理念做出的创新

性改变。高中教师应该转变传统的思维，让学生在化学实验中起

主导地位，不管是实验前的准备工作，还是实验中的问题探究以

及实验过程的操作，都应该由学生自己完成。

教师只需要适时引导一下，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即

可。只有在实验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性，学生才能真正体会到化学

的奥妙，爱上这门学科。

（二）提高实验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高中生已经接近成年，思想意识基本成熟，大部分高中生都

已经有了主动学习的意识，知道要自己去吸纳知识，但也有一部

分学生从本心上抗拒学习，只是被动去接受教师传输的知识。

在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比较高，很多学生都

能从参与中主动获取知识，但是长久用一种方式来进行实验教学，

学生们也会觉得枯燥无味。

所以，需要提高实验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这需要教师进行教学创新，使用较为新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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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

例如，教师可以增加实验操作的自主性。在做氧化还原反应时，

很多教师都会选择给学生定好做实验的氧化物，如果让学生自由

选择实验对象，学生不仅能更好地了解氧化还原反应原理，还能

开拓思维，爱上化学实验。

（三）强化思维引导，提高学生思维的严密性

实验比理论知识更强调思维的严密性，没有严密的思维，实

验会被细节阻碍而无法进行。学生受应试教育影响，思维发展尚

待提高，普遍理论知识比实践性比较差。化学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根据化学变化与平衡思想，学生可以对实验现象进行推测、假设。

由于实验包含理论基础、假设、实验设计、验证等完整的环节，

是一个完整的知识探究过程，这给教师是提供了引导学生思维发

展的机会。

在进行实验教学时，教师可以立足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使学生通过分析、推理建立假设、设计实验步骤，最后通过实验

结果来验证开展化学实验课程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简要分析实

验目的、思路，给学生一定启发，让学生自主完成实验。教师作

为实验课程的引导者和辅助者，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例如，化学实验“氧化铁和稀硫酸的反应”，实验后得到浅

绿色溶液，教师可以带学生进行猜想验证，根据化学守恒定律和

物质性质，推测溶液物质。实验产生气体，验证气体的可能性，

可以用氢气的性质——在空气中燃烧火焰呈淡蓝色。通过实验引

导，让学生感知化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化学思维和化学核心素养，

为学生日后做化学科研事业做准备。

（三）注重学生实验操作，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素质教育下，学习化学不仅是要获得化学学科的基础知识，

掌握化学知识的研究过程同样重要。在高中化学教学中，重视培

养学生操作化学实验的能力，让学生掌握获得化学成果的方法才

能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效率，达到构建高效的化学课堂的目的。

目前，高中化学教学对实验教学逐渐重视，但教学实践中往

往是教师进行课堂演示实验，让学生观察，这种方式其实存在很

大问题。学生不能动手操作实验一方面容易造成遗忘，使实验教

学效果下降；另一方面，仅观察实验不能让学生获得化学实验操

作技能，也不能直观体会到化学研究过程，不利于培养学生化学

思维，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尽力创造条件，让学生动手

操作实验，加深学生对化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同时，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要抓住机会启发学生思考学习，在操作实验过程中，进行化

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启发学生推测实验现象，然后再动手验证，

从而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

例如，学习氧化铁和稀硫酸反应会产生什么现象时，教师可

以带学生一起进行实验，把生锈的铁钉放进稀硫酸试管中，操作

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加热试管，观察试管内现象，验证

硫酸亚铁和氢气的产生。

通过操作化学实验，学生课堂参与度提高了，对化学的兴趣

也能提高。同时，做实验还能培养学生操作动手能力，有利于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四）以清洁实验和安全实验，培养安全意识和绿色精神

化学研究物质化学变化，在化学生产中，经常产生一些高污染、

高腐蚀的物质，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因此在化学领域，

“绿色”理念非常重要。化学实验中经常接触到有毒气体、高腐

蚀性溶液，这些实验废料对环境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在核心素

养理念下，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坚持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引导

学生对实验废料正确处理，养成实验安全意识和绿色环保意识。

另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一些具有腐蚀性的物品，教师可以进

行演示实验，以减少学生操作实验的危险性。例如，学习浓硫酸

的化学性质时就不宜设计学生自主实验，教师可进行演示实验，

让学生在安全距离线外进行观察学习。高中化学实验要灵活设置，

不是所有实验都要让学生动手操作，也不是所有危险实验都要躲

避，强化化学安全教育，提升学生化学安全意识也是实验教学的

重要内容。

（五）拓展化学学习天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化学是充满趣味性的课程，尤其是化学实验。在教学中，解

放思想，将化学学习拓展到学生生活中，让学生学习化学理论知识。

将化学扩展到学生生活中，学生可以应用生活材料进行化学实验，

探究物质的化学性质。这缩短了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的距离，让

学生在生活的广阔天地中自由翱翔，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启发学

生的创新性思维。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化学材料，利用化学课本知

识，发挥创新能力进行趣味性的实验。例如做“石墨导电实验”，

找一块废电池，拆出里面的石墨电极，准备一节电池，一个小灯

泡，以及一段导线，把石墨电极和导线连在一起，然后接通电源，

小灯泡会亮。这说明石墨是可以导电的。

类似的实验还有“鸡蛋和酸的反应”“自制硼砂雪花”等。

准备一些碎鸡蛋壳、一个玻璃杯、一小张保鲜膜、少量醋精和澄

清石灰水，把碎蛋壳可醋酸倒入玻璃杯中，用涂满石灰水的保鲜

膜封住玻璃杯口，发现鸡蛋壳软化，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然后让

学生分析原因。

三、结语

在学科素养视角下，高中化学教师应该结合现代化教育理念，

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对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进行创新改革，

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提高课程质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学

习中。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断开拓他们

的求知欲、探索欲，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自主学习的全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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