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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农村初中化学实验课的现状及策略
张万方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落别乡纳骂小学　贵州　六盘水　553407

摘　要：初中阶段是学生整个学习生活的重要阶段，因为中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生必须放弃在小学启蒙教育阶段发展起来的

学习方法，适应更深层次的课程探索，并为未来的高中学习奠定科学基础。因此，初中教师应明确初中教育的重要性，探索
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本文根据作者的实际教学经验，分析了农村初中化学实验课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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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要求我们培养有创新意识、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才。那么相应地，我们在备课和归纳总结时同样需要有创新
意识，甚至是胆量，因为打破多年教学经验积累是一件痛苦
的事情。但一旦走出了这个舒适圈，我们的教育模式就会更
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对此，笔者根据实际教学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以及总结的经验，提出了几点关于改变农村初中
化学实验课现状的具体策略。

一、农村初中化学实验课现状及特性分析
1. 教师整体上教学观念比较落后。无论是哪一门学科，

趣味性与严谨性并不矛盾。对于化学学科而言，教师在实验
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融入趣味性原则，这样也更能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而追求趣味性并不意味着科学性的丧失。

2. 在实验中教师占主导地位。分析当前农村实验教学的
现状，部分教师在课堂上为了节省时间，从让学生做实验变
成了教师讲解实验，在此情况下，教师与学生对化学实验的
积极性都偏低。再加上教师害怕实验麻烦、也害怕失败，使
得本来简单的实验也被省略，最终就使得教师在实验教学中
占据着主导地位，学生对化学实验也逐渐失去兴趣。

3. 学生参与化学实验的参与度低。在传统应试教育的背
景下，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比较低。大部分学生都是习惯
中规中矩地听教师讲课，看教师演示实验，整个过程学生很
少参与甚至是不参与，这就使得化学实验的效率不高。

二、改善农村初中化学实验课现状的具体对策
（一）将化学思维与实验内容、教材大纲紧密契合
根据前文所述，化学教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因此要注意

化学实践，也就是加大实验课的份额。化学是一门看得见的
学科，五彩纷呈的化学反应很容易引起学生们对于化学学习
的兴趣。所以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我们要注重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养，不能发生化学方程式倒背如流、但看见反应现象却
不认识的情况。

例如在讲“铝热反应”相关知识时，同学们对该反应所
释放的能量究竟有多少没有直观印象，但铝热反应危险系数
大，笔者便准备了实验展示课。在保护措施妥当后，笔者点
燃镁条，同学们的惊呼便开始了。试想一下，就算有的同学
日后可能不从事化学相关行业，但相信这次铝热反应实验将
会使他们一生都有印象。

（二）因地制宜进行农村初中化学实验课改编
受乡村教学条件制约，有很多实验课缺少相应的化学试

剂，此时我们可以利用化学的变换精神，利用手边的材料进
行代替。例如在氧气的制取实验课中，有的教师因为缺乏实
验工具而改成讲述教学。其实教师可以去药店购买常用药品
双氧水和高锰酸钾，同样可以达到制取氧气的目的。同时我
们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借助“Lab”软件开展农村初中化学
实践教学。“Lab”中涵盖的化学试剂很全，表达出的实验效

果也很准确，很值得在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三）指导学生们形成个性化、终身化的学习方法态度

因材施教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对学生的个性
化、全面化发展有很大作用。虽然初中的学生们会逐渐形成
自己的学习方法，但教师依旧要起到引导作用。例如笔者在
实际教学活动中，每节课前 3 分钟为学生的提问环节，通过
学生们对不了解的知识点提出的问题，笔者会对学生个人乃
至全班的知识掌握情况作出判断，从而制订大面积的战略性
教学计划和战术性的单独辅导计划。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讲授
的内容是有限的，但形成终身高效的学习习惯将会让同学们受
益一生。例如在讲催化剂相关知识时，笔者告诉同学们在书中
贴一张纸，将后面所学的所有包含催化剂的方程式全部总结到
纸上，一学期下来，同学们都总结了满满一页。而这种方法不
但使同学们对高锰酸钾等能做催化剂的物质进行了归类，还给
他们带来积累总结、终身学习、高效长足发展的能力。

三、改进实验方案，丰富学生的探究情感。
教师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给学生传授知识，更多的

是在于激励、唤醒与鼓舞学生学习。在化学实验中，教师要
重视知识与能力的协调与发展，开发实验在探究性学习的功
能，努力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多一点经验，如此便能激发
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同时又能有效地增强学生的情感
体验。

比如说我们在做用 5% 的过氧化氢溶液加热释放出氧气
的实验时，结论是当我们用带火星的小木条去检验，小木条
就会复燃。但是实际的实验中并不是如此，很多时候火星变
旺或是复燃的现象并不明显，甚至会熄灭。那么教师在实验
时应该让学生思考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是溶
液溶度问题、分解物有大量的水蒸气因素等，让学生分小组
去探究。最后在教师的引导下改进实验的方案：运用 20% 的
溶液，适当加温从而减少水分的蒸发，当产生大量的气泡时
就可以用带火星的木条去检验；最后得到的气体应先通过生
石灰干燥管，最后检验时就能看到明显的火星变旺或是复燃
的现象。

三、结语
化学是初中科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课程，也是学生未来

在医学、生物学和材料领域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随着
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对新时期的人
才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已
成为教育教学的关键。农村教育应开阔视野，与时俱进，努
力弥补硬件条件的不足，为学生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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