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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学是门重要学科，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必须引起教师们的高

度重视。具体实践环节，教师要给学生更多的体验机会，培养他们动手

操作、自主分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另外，还要学会尊重学生，鼓励

学生，想方设法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突破自我，让实验教学更具特色，

让师生互动更加和谐。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的 大乐趣，是初中化学教

学工作走向更大成功的关键，强化了学生的技能水平，启发了学生的创

新意识，有利于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希望能为其他教师提供一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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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化学知识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实验教学活动的开

展，可以使学生更好的感悟生活，了解身边的有趣现象。一名优
秀的化学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热情，
通过授课方式的更换、教学内容的补充、实验步骤的简化，让学
生努力奋斗后成为高素质、全能型的栋梁之才。改革实验的要点
必须放在学生身上，创新教学手段，进行课题研究，对于初中生
主体思维的活跃及认知水平的提升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的时
候，让学生独立完成实验，要比教师一味灌输指导的效果好得多，
下面笔者就对此阐述了几点新的看法。 

一、鼓励学生动手操作 
初中化学实验的有效教学，可以促进学生理解能力、记忆能

力的综合发展。所以，教师确立了教学目标后，就要加强学生动
手、操作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大胆创新，焕发课堂新的活力[1]。
比如，有关“二氧化碳的制取”内容的讲解，教师要亲自带领学
生做实验。首先，准备石灰石、碳酸钠、稀盐酸、木条等药品，
准备小试管、药匙、注射器、锥形瓶、烧杯、长颈漏斗、水槽、
酒精灯等仪器，利用向上排空气的方法制取二氧化碳。其次，紧
抓时机进行提问：“实验制取气体的思路是什么？”“如何确定二
氧化碳是满的呢？”“通过实验制取二氧化碳的药品选择，你得
到了哪些启示？”学生积极思考，动手实验。过程中，充分发挥
着主体作用，师生一起总结，体现寓教于乐，这远比理论知识一
味地灌输指导效果要好得多。  

二、提高实验的丰富性 
传统课堂教学以教材为依据，教学的内容与形式都较为单

一，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学生的知识储备量无法得到补充，其
素养与能力的发展都是极为有限的，教师应当积极转变思想，提
高实验课的丰富性。首先从内容上来说，教师可以在教材实验的
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扩充，增加与实验相关的知识点，提高
学生的认识。比如，在“高锰酸钾加热制取氧气”的实验中，教
师既要将氧气的相关知识介绍给学生，又要将磷、硫燃烧实验引
入到课堂上，让学生可以全面了解相关知识。其次从形式上来说，
除了课堂实验外，教师还可以将教学拓展到室外，让学生从自然
中取材，并学会观察自然现象，教师也可以让学生思考生活中的
哪些物品可以代替实验器材，这可以极大的激发学生的思维，提
高学生对实验的认识，推动学生实验素养的发展。除此之外，教
师还应当对教学进行创新，让学生即有机会独立展开实验操作，
也有机会进行小组合作，保证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综合发展。  

三、教学情境有效设计 
设计教学情境时，教师要合理安排教学方法，并且提高教学

方法的具体性。比如，在“自然界中的水”一课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在课堂开展阶段，就可以对人类研究水组成的实验历史来进
行介绍，并且创建与水有关的问题，联合生活中与水有关的问题，
让学生参与水的分解与和合成的实验[2]。学生通过对实验过程中

现象的分析，进而认识到水的基本成分。在实验的过程中，学生
也可以强化记忆与水组成相关的化合物等多方面的概念，有助于
帮助学生实现多个知识点的链接。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技
术，对于生活中一些常用水的问题进行引申，让学生了解水资源
的宝贵，并且展示当代社会水污染等问题，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
另外，在教学实验的设计中，考虑到一些实验具有危险性，教师
则可以利用仿真实验的方式，既避免了试验中的危险，又给予学
生真实的体验机会，让学生探究更多、更加奇妙的化学现象，可
以更好地提高课堂的教学成效，并且对于化学这一门学科中实验
的基础性地位进行认同。 

四、巧设化学生活实验 
教师要寻找化学知识与生活的衔接点，鼓励学生将生活实际

与化学知识联系起来，挖掘、发现、解决生活中的化学问题，使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有效互动[3]。比如，“酸的性质”教学时，教
师对实验进行创新，以检测碳酸盐为中心点，以生活中熟悉的水
垢替换大理石，改成水垢与盐酸进行反应。这样不仅节约了化学
材料，而且更加贴近生活实际，鼓励学生利用学到的实验知识，
用醋除水壶里的水垢，布置学生动手实验，观察去除效果，实现
了化学知识向生活的延伸。教学中，可选择生活化的实验器材进
行化学实验，利用废弃的旧材料制作实验器具，提升学生的节约
意识，让他们养成循环利用的好习惯。比如，利用废旧的塑料瓶
制作漏斗，用注射器替代滴管等。要把课堂教学拓展到课外，激
发探究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书本知识后自己回家做实验，培养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如在学习了“水、空气、酸、碱、盐”等
知识后，组织学生了解当地的饮用水、空气、土壤等情况，空气
的污染程度、污水处理、农药化肥的施用等；关注新闻事件，组
织学生分析讨论假酒、劣质奶粉的危害，要求学生在参观后提出
问题、发表建议。通过这些调查活动，使学生树立了绿色环保意
识，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优化家庭趣味实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实现教育生活化已经成为教育教学发展的

主要趋势之一[4]。初中化学教材在编写中通常会选取一些贴近学
生生活、体现生活化学知识的家庭实验和趣味实验，而在传统教
学模式中许多初中化学教师忽视这一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只是从
形式上要求学生自主实验，并未做过多要求，而这显然不利于学
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初中化学教师
应该予以家庭实验和趣味实验以足够的重视，优化实验内容，比
如，利用“制作家用冰袋”、“制作简易家庭净水器”、“鸡蛋壳成
分的探究”、“汽水中气体成分的探究”等实验鼓励学生从生活中
发现化学问题，激发了生学习的兴趣和探究的热情，进而培养学
生的创造能力。 

结语： 
基础教育改革和新课程标准的落实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任

重而道远，我们作为初中化学教师理应进一步更新教育、教学的
理念，以创新的勇气和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实验教学改革的洪流
中，为初中化学基础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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