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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陈以聪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华侨中学，广东 中山 528415）

摘要：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是化学五大核心素养之一，也是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重点，初中化学教师要聚焦学生这两大能力培养，

创新实验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爱上化学。教师要对新教材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单元实验教学重点，为初三学生量身定制实验教学方案，

精巧设计探究性实验，引导学生完善教材实验，结合生活自主编创化学实验，激发学生实验探究兴趣，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化学知识在生

活中的运用，从而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化学实验中，提升学生科学探究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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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核心素养是目前初中化学教学的热点，实验是化学教学

的“灵魂”，化学教师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核心素养和实验教学

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实验教学模式。自主编创生活化趣味性的

化学实验，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蕴含的化学奥秘，鼓励学生利用

化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提升学生化学实验知识运用能力，实现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

一、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对于化学实验兴趣度高但浮于表面

初三学生刚接触化学时每次看到老师在课堂上演示那精彩

的实验时，都拍手惊叹，都追着问：“老师，何时我们也可以

做实验？”但到了真正由学生做分组实验时却停留在“带火星

木条复燃”“石蕊试液遇酸变红色”“无色酚酞遇碱变红色”“黑

色固体变成红色固体”等有兴趣的实验中，却对“什么物质导

致产生如此的现象？”“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现象？”“由如此

现象得出了什么结论？”“做这些实验应注意什么？”“如何

改进这些实验才更好？”等涉及思考的、涉及核心素养的却不

积极，甚至当老师提出的问题多了，引导的一连串核心问题无

法应付时最后就有点怕了。从而导致有些学生在实验教学中只

背诵教材实验中的相关内容，如背诵实验的化学方程式、现象

和结论等内容，但忽略了对实验操作步骤、实验探究过程等内

容的学习。

（二）部分教师忽略了设计探究性化学实验

初三化学老师教学压力比较大，教学节奏非常紧张，很多

教师只能无奈压缩实验教学课时，把精力放在中考备战工作上。

例如化学教师只是带领学生练习教材上的实验，先为学生讲解

实验所需的药品、器材和实验中的注意事项等，再安排学生根

据教师演示过程和教材插图来进行实验操作，很少主动设计探

究性实验，难以激发学生参与化学实验教学的积极性，影响了

整体教学效果。

（三）学生实验操作水平参差不齐

学生化学实验操作水平差异比较明显，优等生在实验教学中

配合度比较高，会主动提问，还会自主对实验步骤进行完善，进

一步推理出类似的化学实验。学困生在化学实验中则是“沉默的

羔羊”，很少主动发言、主动分担实验操作任务，很少主动推导

和验证实验操作步骤，实验操作能力比较弱，这也反映出学生化

学实验操作水平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二、基于“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背景的初中化学实验教学

目标

（一）对学生的实验操作和习惯要强化、规范

化学实验需要基础化学药品和器材，不同分量的化学药品和

试剂会发生不同反应，如果学生不按照实验规范来操作，不仅会

浪费药品、影响实验准确性，还容易诱发安全事故，因此化学教

师要规范学生实验操作步骤和习惯。如教师要规范学生，实验前

先清点药品、器材，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实验操作，督促学生操作

过程中控制好药品用量，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操作习惯。

（二）精心设计探究性化学实验

探究性实验是各地化学中考命题热点，也是学生伤脑筋的实

验类型，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设计一些探究性实验，把新旧知识

点串联起来，引导学生推敲每一个实验步骤，并鼓励学生自主制

作一些简单的实验器材或对实验操作步骤进行完善。例如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利用生活废旧材料制作实验器材，运用生活调味品替

代实验室的药品，引导学生设计绿色化学实验，促进学生创新思

维发育，提升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三）提升化学实验趣味性

化学教师要精心设计一些趣味实验，运用多元化实验教学方

法提升实验教学趣味性，从而激发实验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做

实验。例如教师可以设计一些生活化实验，让学生观察铁在空气

中的氧化情况、用不锈钢餐具导入等，鼓励学生探究这些生活场

景中蕴含的化学知识，全面提升实验教学的趣味性。

（四）培养学生科学创新精神

初中生独立意识强，喜欢新颖、创新的化学实验，而不是教

材上一成不变的实验，化学教师要尊重学生这一心理特点，在实

验教学中渗透创新教育，鼓励学生积极探索，深度挖掘学生化学

学习潜力。教师要给予学生更多实验自主权，鼓励学生大胆推理、

缜密论证，用化学实验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让学生主动求知、主

动提问和主动创新。

三、基于“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初中化学实验教学新策

略

（一）全面挖掘教材素材，培养学生探究和科学意识

教师要利用好教材实验，引导学生自主确定实验步骤，让学

生探究实验现象背后蕴含的化学知识，先让学生进行自学、自主

推理，然后再开展实验教学。例如教师在讲解粉尘爆炸实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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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导学生按照教材实验步骤进行操作，鼓励学生发现这个实验

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并设计出新的实验方案。有的学生认为教材

中使用的是不透明的金属罐，很难看到面粉爆炸的瞬间，只能根

据盖子是否飞起进行判断；有的学生认为该实验成功率比较低，

有时候面粉根本毫无反应；有的学生认为鼓气量不好控制，吹入

的空气太少的话，面粉无法燃烧，吹入气流太多的话，面粉会四

处飞溅让蜡烛熄灭。经过学生讨论提出了新的实验方案，学生把

面粉放在阳光下进行翻晒，面粉彻底晾干，有利于燃烧，运用硬

一点的透明塑料瓶代替金属盒，这样可以清晰地看到面粉燃烧情

况，把气囊换成气唧，集中力量把面粉吹起来，这样的实验设计

可以提升实验成功率，减少面粉使用量。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

科学研究，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真正提升学生的创新和探

究能力。

（二）设计小组合作实验，引导学生完善实验步骤

在做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小组合作实验中，因为依教材的

实验方案不好控制药品反应，会造成药品浪费，二氧化碳验满不

好把握，容易造成二氧化碳逸出，不符合绿色化学理念。在教师

的指导下，实验前有的小组对实验装置和操作步骤进行了完善（如

图一），运用生活废旧材料来代替部分实验装置，用装洗发水的

透明塑料瓶做反应器，用保鲜袋代替集气瓶，用对应喷头替代带

导管的橡胶塞，药品也是用稀盐酸和石灰石，但是用细铜丝网包

裹住石灰石，用一根小吸管作导管把喷头和保鲜袋连接起来，再

用一根稍大的塑料吸管连接喷头，先在塑料瓶内倒入稀盐酸，再

把装有石灰石的的稍大塑料吸管装置放入瓶中，旋紧喷头，下压

塑料喷头，稀盐酸与石灰石接触，生成的二氧化碳排出，直到保

鲜袋完全鼓起来，收满后，就可以放开喷头，松开喷头后，塑料

瓶内部气压增大，固液脱离，反应结束。教师要组织各个小组进

行展示，分享各自实验操作步骤，选出最佳完善方案，肯定学生

自主的创新和探究成果，践行绿色化学理念。

图一　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装置

（三）精心设计探究性实验，培养学生创新和科学精神

教师要对教材实验进行拓展，自主设计探究性实验，引导学

生探究课外知识，从而激发学生创新和科学思维。例如教师在讲

解碳酸钠和稀盐酸反应实验时，可以设计如下探究任务：为什么

碳酸钠加入稀盐酸中会立即产生气泡，但是把稀盐酸加入碳酸钠

溶液时，却过一会才会产生气泡，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样的

探究性实验更能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他们全身心投入

实验学习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如下实验：取少量盐酸加入

一号试管中的碳酸钠溶液中，观察一号试管现象，再取一号试管

少量液体加入到二号试管中，往二号试管倒入足量的氯化钙溶液，

看看有什么现象发生？如何验证二号试管溶液成分？学生对这一

实验进行探究，可发现一号试管无明显现象，二号试管产生白色

沉淀物，通过查阅资料和依据碳酸钠和盐酸反应的方程式进行推

理，可知一号试管中产生了碳酸氢钠，而在二号试管中原来过量

的碳酸钠和加入的氯化钙反应就生成了碳酸钙沉淀，由于碳酸钠、

碳酸氢钠溶液都显碱性，可滴加酚酞溶液鉴别二号试管溶液酸碱

性，发现溶液变红，说明该溶液显碱性（尽管二号试管中碳酸钠

已经与足量氯化钙反应完了，但因为一号试管中有碳酸氢钠生成

了，生成的碳酸氢钠使酚酞变红色）。如此，探究性实验更能激

发学生创新思维，引导学生自主搜集课外化学知识，培养学生良

好的科学探究精神，同时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

（四）自主编创生活化化学实验，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

教师要从生活中取材，设计一些实用的生活实验，让学生探

究如何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真正体会到化学知识在生活

中的妙用，提升学生的化学知识应用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指导学

生利用厨房用品来设计简易灭火器，泡沫灭火器的原理是浓盐酸

和浓碳酸钠溶液反应，二者反应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泡沫，从而达

到灭火的目的，但是这一反应不太符合绿色化学理念，鼓励学生

寻找环保型替代品，制作一些简易泡沫灭火器。有的学生尝试利

用厨房里的白醋代替盐酸，用小苏打代替浓碳酸钠溶液，利用塑

料瓶代替吸滤瓶，根据这些环保型化学实验器材来设计新的实验

方案，提升自身的创新和科学探究能力。学生选用带有瓶盖的塑

料瓶，并在瓶盖上扎几个眼，在瓶中加入 200 毫升白醋，并加入

几滴洗洁精，这样更容易起泡沫，把小苏打加入塑料管中，为了

防止塑料管歪斜，可以在塑料管中加入一根筷子，拧紧瓶盖后对

准火源根部，就可以喷出泡沫。这是学生自主设计的创新实验，

运用生活调味品代替实验室药品，用废旧材料制作了实验装置，

自身的创新能力、探究能力和环保意识都得到了提升。

四、结语

初中化学教师要重视学生科学探究和创新能力培养，不断创

新实验教学方式，积极自主编创生活化、有趣味的实验，激起学

生化学探究兴趣，鼓励学生在化学实验中畅所欲言，引导学生自

主设计新的实验方案或改进实验装置，让学生严格把控化学试剂

的使用，培养学生的绿色化学理念，提升学生的环保生活理念和

化学实验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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