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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化学实验中培养初中生动手能力的有效路径 
◆肖荣波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十一中学  650201）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教学的推行，在初中化学教学中要将新课程标准彻

底落实与执行，就需要结合校本实际，注重化学实验教学，这不但是做

好化学实验的前提，而且也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有效途径。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化学实验中培养初中生动手能力的有效路径，以供借鉴。 

关键词：初中；化学教学；动手能力；有效路径 

 

 

教师是天底下 神圣的职业，教师需要在感受这份荣耀的同
时，需要指导好学生的学习方法，这样才能够提高他们的学习效
率。所以，在化学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化学学科特征，有目的、
多途径传播和渗透学习方法，让学习方法潜移默化渗入学生心
田，进而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动手习惯，尽情的合作研究。因此，
本文浅谈了初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有效路径，以期
可以为初中化学教学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学习作用。 

一、明确实验教学中的误区，转变化学教学实验观念 
当前很多学校在实验条件的约束下，再加上化学课程数越来

越少，很多教师都漠视了实验的进行，他们片面地认为简单实验
初中生大致扫一眼就明白了，无需浪费时间与精力做实验；而一
些复杂的实验以课件取代，觉得节省时间，也节省力气，更节省
了学校的成本。长久下去，必然造成学生养成惰性思维，分析与
解决问题能力逐渐下降，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化学
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来，要以加强学生化学素养为主，提倡学
生自主合作学习，提倡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中，成为教学中的主体，
更加明确提出了实验的重要性，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
引导学生更多的体验化学知识探究的过程。 

二、采用演示实验，确保学生规范操作 
在教师操作化学实验中，初中生需要集中注意力，结合安装

仪器顺序，并保证取用试剂的方法符合具体要求，动作合理、规
范，气体的制备与性质实验，在药品装入之前都需要认真的、仔
细的检查装置是否严密，这样才能够引导学生认真的、严谨的对
待实验，才能够达到预期实验进行的目的。反之，如果实验中，
教师随意操作、动作不符合标准， 后实验失败，只会给学生带
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让学生对实验产生恐惧心理，甚至会让学生
养成不好的实验习惯，这样会影响着学生操作实验的热情，进而
也难以达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目的。例如，在讲到饱和以及不
饱和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来实验，然后在上课的
时候讲解，这样不但能够让学生的印象更加深刻，还能够切实提
高学生动手方面的能力，学生的理论知识也能够得到较好的巩
固。 后，需要做好知识掌握情况的测试。新课改比较重视培养
学生的能力，特别是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对学生知识掌握
进行检测，虽然是比较老套的办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找
到学生知识掌握的难点，有针对性的讲解。因此，化学教师要明
确意识到自身示范的重要性，要保证步骤清洗、规范操作、心细
而又不失为胆大，这样才能够为学生做好示范，才能够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实验进行中，教师需要引
导初中生学会密切观察实验中情况，并对出现的情况用所学的理
论知识加以说明，在一系列引导和帮助下，学生逐渐明确到，化
学实验是在检验理论知识，而实验中的动手操作是需要认真的、
严肃的进行，严格按照实验方法进行，否则就不能得到想要的化
学结论。 

三、提高教师的实验技能，做好学生示范 
通过调查发现，演示实验可以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作为一名初中化学教师，就需要做好示范操作，做到动作标准、
现象明显以及条理分析，为此我们需要化学教师做好如下几点工
作： 

1.充分准备化学实验 
为了成功进行化学实验，教师需要在亲自动手实验中，才能

够了解实验步骤、实验成功需要注意的因素，这样在操作实验时
才能够更有自信的进行。如：在开展“铁丝在氧气中燃烧”这一

实验中，氧气的纯度、铁丝的形状和大小等都会影响实验 终的
效果，若是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在实验演示中就很可能以失败告
终。 

2.严格要求实验操作 
在演示实验过程中，教师的每一行为都有可能被学生模仿，

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得到教师的实验技巧，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初
中化学教师就需要加强自身实验水平，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实验操
作，以实事求是、科学的 度进行实验，为学生起到带头作用。
如：分液漏斗中的活塞与导气管需要在同个方向中，在做完实验
后需要及时清理。这些看似细小实验环节，也会影响着学生实验
能力的提高。 

3.加强化学实验的反思 
在每一次化学实验之后，都需要认真总结不足之处，并思考

有没有更好的实验方法？有没有更好用的装置？操作步骤是否
可以简单化？是否达到了绿色进行化学实验这一要求等等。这就
需要化学教师深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与其他化学教师积极交流
和沟通，实现互相进步。 

四、针对容易错误操作之处开展针对性训练 
在开展实验操作中，学生出现各种错误操作是难以避免的，

教师需要耐心和宽容学生这些错误，在细致观察中，帮助学生纠
正这些错误，并对于经常出现的错误进行总结，在课堂中多强调
这些错误。一是，在加热试管物质中，试管夹需要距离关口 1/3
的之处夹住，而不能夹在试管中间;二是，运用托盘天平称物体
质量中，必须要使用镊子拨游码，禁止使用手拨码;三是，在液
体倾倒中，掌心需要对着瓶子中标签。针对这些学生容易忽视的
实验小细节，教师需要集中时间，针对性训练。无论是化学教师，
还是初中生，都需要深入意识到良好的实验操作能力并不是短期
内可以养成的，需要针对出现的地方反复训练，才能够达到灵活
运用理论知识的目的，只要避免这些错误之处，学生的动手能力
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化学教学，需要学习之处还有很多，在

课堂教学以及实验课程中，既需要传授给学生诸多知识，也需要
高度意识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性。所以，在培养学生动手
能力中，需要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通过深入引导，才能够实现真
正意义上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化
学实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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