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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大纲从义务教育培养目标出发，面向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学生,

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教学内容方面，新大纲适当降低化学基本

概念和原理的要求，较大幅度降低化学计算的要求，在适当拓宽元素化

合物知识面的同时，加强了化学实验，把演示实验列入教学大纲的教学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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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实验教学在化学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采取措
施加强实验教学，是提高化学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一、目前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及反思 
中学化学实验中大部分为演示实验，约占实验总数的 9%以

上。演示实验又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这种实验教学的常用模式是：
实验前教师明确讲清有关的知识点，将实验方案和步骤以及注意
事项明确地教给学生,再进行演示实验。然后再把实验现象、结
果与所讲授的新知识作对应比较，最后由教师或学生做概括总
结。 

从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角度看，长期、单一地选用这种实验
教学模式显然是极不妥当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认为这样的教
学模式是与人的实际思维过程相悖的，它不能使人的创造得到发
展，而只能使人的头脑成为仓库。而且这种情形与我国目前大力
推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路背道而驰，更不符合素质教育的
要求。化学新课标在教育目标中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分列出来，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多元的，不
是单一的知识传授，不是只重结果，也不只是进行单一智力的培
养。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培养新时期具有良好素质和竞争力的
新一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培养实验教学中的化学科学素质 
基础教育中化学科学知识是学生认识世界、面向生活和自身

发展不可缺少的知识，这些知识涉及面广，但难度适中或倾向简
单，化学实验教学即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获得化学知识，
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观察能力，获得比较熟悉的实验技能，培
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实验教学中应注意以
下几点： 

首先，在选择演示实验时，应以突出教学重、难点为前提，
以符合直观、简单、安全、可靠为基本条件，以规范操作为保障，
以帮助学生实验技能和科学态度及获取化学知识为目的。如在利
用氧化汞分子分解示意图分析提示原子这一概念之前，如果演示
一下氧化汞受热分解的实验，有利于学生以直观事实为依据分析
问题，从而形成原子这一概念。  

其次，学生实验和简单实验设计及实验习题是学生实验技能
形成很好的途径。如学完氧气有关知识后，可以让学生总结鉴别
氧气的方法，学生可以列出以下方法：1、带火星的木条；2、燃
着的木条；3、点燃的硫等。此时,可引导学生分析方法 3 不可用，
因为硫在氧气中燃烧生成有毒的二氧化硫气体，污染空气,对人
体有害。1、2 理论上都可以用，但 1 比 2 更简单、方便。因此
方法 1 为最佳。可以提醒学生，如果同时鉴别几种气体，通常用
方法 2。  

最后，学生实验规范化也很重要。对学生操作不正确，应给
予及时纠正，以防止学生形成错误操作习惯。因此,对学生的规
范操作必须严格要求，特别是学生学习实验基本操作时，应鼓励
学生按规范操作多练习几次，相互监督,相互纠错。教师要善于
分析学生发生错误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 

三、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初中化学教学是化学教育的启蒙阶段。学生好奇心强，学习

化学的动机往往是以满足好奇心和感兴趣为主的。化学实验教学
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激发学生对学习化学的兴趣，并使这种“短暂”
的兴趣能够稳定地保持并得以发展，从而提高他们学习化学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1、强化演示实验教学 
课堂教学中的演示实验，最能调动学生的情绪，激发他们学

习的兴趣和求知欲。在各章节中共安排了 85 个课堂演示实验。
这些实验有的是对化学概念、原理的阐述，有的是对元素化合物
知识的分析、验证，有的则属于实验基本操作技能。 

例如在§1-4 燃烧和缓慢氧化的教学中,对白磷的燃烧演示
实验进行改进，用球胆向烧杯的热水中缓缓通入 O2，可看到热
水中的白磷与 O2 接触后，也开始燃烧产生火光。演示结束后，
我请学生思考 3 个问题：①为什么铜片上的白磷能燃烧，红磷不
能燃烧? ②水中的白磷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燃烧? ③红磷能不能
燃烧?接着再补充演示红磷燃烧的实验，将少量红磷放在铁纱网
上，直接在酒精灯火焰上加热，请学生观察红磷在空气中燃烧的
现象，最后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内容，归纳总结出燃烧的条件。学
生反映这样学既能理解，又记得牢。 

2、开发家庭小实验 
新教材配合教学内容共设置了 13 个家庭小实验。家庭小实

验的引入使课堂教学延伸至课外，它对激发学习兴趣、巩固知识
技能、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起到一定作用。当我第一次向学生布
置绪言课的家庭小实验--观察蜡烛色态、构造及点燃时的现象，
并与课本第 5 页习题 3 配合作为家庭作业时，学生感到很新奇。
而第二次布置家庭小实验——用玻璃杯、饭碗和小蜡烛来测定空
气中氧气的含量(第 7 页演示实验 1-1 的改进)，学生开始产生兴
趣，大多数学生在家里动手做了这个实验，有的成功，也有的不
成功。第二天到课堂上七嘴八舌询问老师，经过简要解释和指导
后，有的同学回家又重复做了这个实验，一旦做成功了,其兴奋
之情自不必说，学习化学的兴趣也随之激发出来。 

3、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实验活动 
组织化学兴趣小组是开展课外活动的很好方式，兴趣小组活

动除了举办扩展课内所学过的知识内容的专题讲座外，还以做化
学趣味实验，制作实验教具、组织参观、进行社会调查等多种形
式展开。在小组活动中尽量发挥学生的特长，鼓励学生多动手、
多动脑、多实验。结合教学实际，指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如学
习§3-1 水是人类宝贵的自然资源时，要求学生调查了解“你家
附近的河水清澈吗?请问你们父母，在他们当学生时，这条河是
不是像现在这样脏?”学习§1-4 燃烧和缓慢氧化时，课后布置
学生到汽车加油站、仓库观察“严禁烟火”标志,到车站了解哪
些物品严禁带上火车。还开辟了“厨房中的化学”实验课题，让
学生利用家庭厨房里现有的物品进行实验、观察,如观察没擦干
净的铁锅、菜刀表面留下的锈；用久的热水瓶胆和烧水壶内沉积
的水垢；比较食盐和白糖溶解性的大小；将鸡蛋放入盛食醋的茶
杯中观察蛋壳表面产生的气泡以及限用厨房内的用品来鉴别精
盐和碱面(NaHCO3)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感到化学就在自己身
边，化学与生产、生活、社会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
们关心自然、关心社会的情感。 

总之，化学毕竟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是形成基
本操作技能和树立、培养科学态度的过程，教学中应重视实验教
学，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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