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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实验绿色化的研究 
◆黄金丹 

（融安县高级中学  545400） 

 
摘要：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我国居民素质不断提升，当下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更加注重低碳环保。高中化学试验课程往往会产生部分污染物，

对学校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绿色环保角度，分
析了高中化学试验绿色教学的基本方法，希望以下内容的论述可以促进

我国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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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以及教学调研可以发现，化学试
验课程对于培养高中生综合素质有着重要意义，是学生知识与理
论结合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高中生源的不断增加，化学教师对
于试验材料的管理暴露出一部分问题，化学污染以及浪费问题越
来越严重。因此，对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实验绿色化研究有着鲜
明的现实意义。 

1、试验材料绿色化 
对于化学试验教学而言，多种类型的化学材料是试验正常开

展的重要组部分，也是造成污染问题的基本原因，因此试验方案
的绿色化应该首先从材料角度进行考虑。具体方案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 

1.1 原料绿色 
对于试验教学而言，为了达到绿色化应该从源头进行控制，

要求教师在进行试验材料时，可以将污染物质转化为清洁能源。
例如在《有机化学》学习过程中，可以将乙炔试验中的电石和水
替换为饱和食盐水，此种替换方法可以降低试验过程中的安全隐
患，但是仍然会产生硫化氢等有害物质。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选
择直接将水转化为氢氧化钠溶液，多次试验证明，16％的氢氧化
钠溶液可以降低有害气体的产生，并且气体检测含量满足国标要
求。 

1.2 绿色溶剂 
在化学试验过程中，溶剂的选择与应用十分必要，作为化学

试验中经常应用的物质种类之一，该方面的“绿色化”也需要进
行合理考虑。要求教师在实际设计过程中，额可以应用无毒以及
无害的溶剂。通过对高中试验内容进行分析，应用最多的溶剂为
水和四氯化碳，在萃取实验中经常应用。但是四氯化碳是一种有
毒物质，并且挥发性良好，人体一旦吸入该类物质将会造成心脏、
肝脏等损伤。针对此种问题，教师可以选择二氯甲烷或者是煤油
等溶剂替换四氯化碳。 

1.3 绿色催化剂。 
催化剂对于化学试验而言十分重要，是加速反应的重要手

段，现阶段高中化学试验过程中，应用到的催化剂种类并不多，
常见的种类有二氧化锰和浓硫酸。通过实验结果以及设计分析可
以发现，二氧化锰对于外界环境的污染并不明显，并且可以在反
应之后进行回收利用。但是对于浓硫酸的处理就会较为复杂，并
且该类物质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即使进入到下水道当中，也会对
管道造成腐蚀，从而影响地下水质量。例如在乙烯制备试验过程
中，就会应用大浓硫酸，同时还会产生乙醚以及二氧化硫等有害
物质。针对此种问题，可以应用氧化铝来代替原有催化剂，此种
方法不仅不会产生乙醚等有害气体，也不会长产生酸性物质，符
合绿色试验的理念。 

2、实验装置绿色化 
除了应用到各类溶剂原料以及催化剂等物质，化学试验过程

中，还会应用到各类试验设备，不同试验设备所具有的使用方法
并不相同，如果使用不合理将会产生污染，因此试验装置的绿色
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就目前的高中试验教学基本情况而
言，试验设计以及装置选择并没有做到规范性，从而导致绿色环
保试验很难开展。例如教材中对于化学反应的吸热以及放热问题
研究，应用了氯化铵以及氢氧化钡晶体进行说明，此类反应主要
在烧杯中进行，对于学生以及教师身体会造成危害[1]。但是此种
反应形式确实存在一定优点，因为其内部反应时间较短，并且反

应现象也十分明显，所以一直被使用。根据实际反应过程，可以
进行如图 1 所示的装置优化。此种优化方法最为突出的一个优点
就是，增加了酚酞溶液，这样整个试验过程不仅可以依托酚酞溶
液验证氨气的存在，还可以对产生的氨气进行吸收，可谓是一举
两得的方法。 

 
 
 
 
 
 
 
 
 
 
 
 
 

图 1  氯化铵以及氢氧化钡晶设备改进示意图 
3、规范实验操作 
虽然以上步骤合理的规范了试验过程中所应用的设备以及

材料，但是最终进行操作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操作方法以及操
作步骤将会对试验结果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对试验操作
进行合理规范。对于操作行为的规范，需要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
综合训练，例如试剂的选择和称量、设备的加热与组装等。因为
在高中阶段的试验教学中，学生通常会对教师的行为进行模仿，
所以教师在进行演示的过程中，一定需十分注重自己操作的规范
性和准确性。 

在严格要求学生准确量取药品，进行规范化操作的同时，教
材中有些实验试剂的用量仍然用词笼统，不具准确性。这往往导
致学生乱取乱用、浪费试剂，不但不利于学生规范性操作的培养，
也不符合实验绿色化的要求[2]。所以，这需要教师进行大量的实
验，在实验现象、结论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尽量给学生制定一
个明确的药品或试剂取用最低值。 

结论：综上所述，高中化学试验课程的“绿色化”发展并非
一蹴而就的，需要立足于化学试验课程基本内容、化学材料以及
化学方法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改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试验
课程污染以及浪费问题。此环节中，教师应该发挥主体作用，进
一步提升绿色化试验教学理念，推动“绿色试验”课程建设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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