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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与教学效果的关系 
张莉军 

（兰州五十一中） 

摘要：中学化学在教学过程之中有着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便是化学学科的实验特征，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这也

要求在教学过程之中必须加大，对实验的运用，保障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学会如何做化学实验。在学习之中不能一味关注知识的传

授，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化学之中存在的兴趣，促使学生自发学习，养成学习兴趣。同时也需要关注学生养成的思维能力，不能一味

关注对知识的运用，要让学生学会自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养成自我完善自我健全的逻辑思维能力。教师一方面要传授足够

的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教导学生以全新的方式去思考面对生活之中的问题，最终保障学到知识，改变观念，学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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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很多地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1)由于实

验器材、药品不足等原因,造成部分实验无法开展,而教师对化学实

验的作用认识不够,又造成"讲实验""背实验"多,学生动手实验机会

少,技能低。(2)课时不足,因为高中化学学习内容较多,学生课业繁重,

所以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课时的安排上非常紧凑,而且随时会出现未

完成该课时所要达到的内容要求。而高中化学演示实验需要更多的

课时才能向学生展示实验的过程,才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

的要求一般很难做到。就我个人而言,我选择粗略的口述实验现象,

尽量以完成内容量为主,但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使课堂远离实验,这样

做到底教学效果怎么样? 

"化学实验本身从它药品的选择,原理的确定,实验的步骤的操作

细节以及现象的观察与描述和对实验结果的讨论与分析,无不体现

着观察、提问、实验、比较、推理、概括、表达、运用及其它活动,

是学生动手与动脑的一个过程.而它的功能远不如此,如果有长期的

培养可以养成学生在生活中也无处不在的有探究过程和创新思路,

对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问题起到很好的作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

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学生受益终生. 

化学实验的作用和学习效果有这样几个功能: 

(1)我们这里从初三就开始开设化学这门学科,由于这个阶段的

学生很难理解神奇的微观领域,所以如何将化学领域之中的微观，变

成学生所能理解的宏观并增强趣味性，就成了在此阶段设计学科的

主要问题，为此便采用实验作为主要教学手段。将抽象的概念用实

验的方式让学生直观的理解，并通过有趣的实验教学，让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增进相关学习的兴趣，从而促使学生进一步理

解什么是化学，顺利达到学习目标。而"技能必须通过实验来学习,

教师的讲解和演示可以为学生的技能学习起个好头,但技能必须通

过有指导的实际操作练习才能学到。"②通过在实验中不断地训练和

实践,是达到技能训练目标的最佳途径。 

(2)在高中学生的理解力和生活阅历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

平,化学演示实验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甚至有时候实验成功与

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探究过程中所收获到的除了严密的逻

辑思维: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实验设计-得出结论,还有亲自动手参

与实验的小心与谨慎.在反复的实验过程中,不同步骤知识所需要注

意的重点以及需要进行的操作，如观察控制，收集这些不同流程都

融为一体，而在事后所展开的分析与统计的方式也进一步被运用，

进一步促使学生理解什么是实验。而在教学之中也可以进一步培养

学生的实验习惯，让学生进一步关注安全隐患，保障操作有序整洁。

同学通过对科学的探究，进一步让学生理解科学精神，是实事求是

烈士，严谨求实，进一步端正自身科学态度，钻研到底。同时也学

会合作的科学作风，把持精益求精的态度。 

高中化学演示实验教学如果能有效的进行改善是否真的对学

生的成绩和能力的提高有显著的效果?首先我们要将做演示实验的

的各个方面做以下调整: 

1.注重演示实验情景的引入。例如:高中化学选修 4《化学反应

原理》——盐类水解 

设计意图:融入生活，促使学生好奇生活之中的化学，并将化学

知识运用于生活之中，大胆推测，大胆想象。 

提出问题:碳酸钠的溶液是什么性质，在得到碱性以后，进一步

向学生提问，为何能够形成中性？ 

设计意图:进一步让学生通过自发实验，明白不同种类的盐具有

不同的性质，而非一味的碱性。从而促使学生探索的欲望以此展开

后续实验。 

2.注重实验的榜样示范性。这要求教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比

如准备的药品需提前测试其是否变质,实验中的步骤的必须准确无

误,实验中对危险药品的处理方法,并预设实验中存在的弊端,找到在

实验过程中灵活处理的方法。总之,一定在实验中起到让学生准确无

误的观察到实验现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验,得到该试验准确的现

象和结论,否则,错误的演示和现象会干扰我们正常的教学效果。 

3.注重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在化学教材之中，所展示出来的

实验现象以及实验规律，都是经过无数化学家们验证后得到的东

西，然而这些实验对于学生而言却是陌生的。在教导相关内容之时，

也需要进一步保障学生展开相关实验，提升对知识的好奇心，从而

自发的学习，而这份探究的过程也是化学教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要在实验过程中刻意构建学生的探究型思维,发现问题——提

出方案——交流讨论——实验论证(用事实来说话)——得出结论—

—解决问题,为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实验观。如果得出正确的实验结

论,可以体会自我设计实验方案成功的喜悦,分享成功的经验。如果

得出的结论与猜想不符,分析讨论实验失败的原因,提出新的猜想,改

进实验方案后继续实验,得出新知。在此整个过程中不仅培养学生严

谨认真的做事态度,而且极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4.注重实验的日常性和合作性:课本上的演示实验尽可能的坚

持做,再做一些学生自主设计的实验,长此以往,才能看出效果。演示

实验也是师生对话，生生对话的好时机，大家相互交流，思想碰撞，

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参与性。 

5.为解决课时紧张问题,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展开演示实验,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里进行思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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