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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学化学课程实验教学现况及重要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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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检索、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实验教学的重要性进行探究。主要以案例分析法为主，探究了中

学化学教材中的两个经典实验案例，进一步论证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本文旨在探究化学实验对中学化学教学的意义，倡导

化学教学应当重视化学实验教学，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探究与思考的空间及时间，。

关键词：化学实验；中学化学教学；化学实验对化学教学的重要性

化学实验作为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学生创

新思维和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方式之一，一度深受教学者

的重视。随着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课程改革后，化学实验在

化学教学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探究实验教学得到了高度的

重视，同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 4］。

结合化学学科的特点，实验教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化学

实验。化学实验与化学教学相辅相成，实验可以激发学生对

学习化学的兴趣，加强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化学实验教学全

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有着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化

学实验能使学生体会知识的真实性、求证性、和重现性，通

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走出学习困境，及对知识

点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让学生无形中对化学产生浓厚的

学习兴趣［5］。

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学，往往因其经费、实验设备

不足，导致实验课课时少，甚至将“做实验”变成了“讲实

验”。学生的动手操作机会少，对实验的兴趣便会受挫，难以

领会到学习化学的乐趣，这也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无法构建化

学高效课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学化学教学离不开实验教学，化学教学的质量对国家

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文献检索、案例

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实验教学的重要性进行探究，让更

多的化学教育工作者和莘莘学子重视化学实验并利用化学实

验达到教学目的和学习目的。

一、相关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学与授的意义在于主题的构建。

每一个教育者和学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对知识的建构是

不一样的。建构主义的教学策略中，学习者是主体中心。是

促进学习者与情景的交互作用是构建主义的最终目的，建构

意义是让学习者能主动地学习。教育者只不过起到帮助者、

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的作用［6］。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一种动机理论叫做自我效能

感理论。当教育者和学者确信实验教学对化学教学有重大帮

助时，教育者和学者就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然后去

进行实验教学或进行实验学习［7］。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学生

能自主探究学习从而收获成功的喜悦，自我效能感倍增，对

知识的获取有很大的帮助。

自然科学方法是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方法。自然科学

方法论的内容丰富多样，有很多比较常用的方法比如，观察、

假设、实验、归纳、分析、类比等 ［8］。这些理论方法都在华

U 型二实验教学研究中有着很广泛的应用。对于学生来说，

想要打好科学创造的基础，培养其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就要熟练地掌握这些方法。这是学好化学的必经之路。

二、相关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通过查阅相应书籍、学术期刊、图书馆以及其他丰富的

网络资源，然后通过收集、分类、归纳相关文献，尽可能地

全面地收集化学实验、化学教学、化学实验对化学教学的重

要性等相关方面的研究资料，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出相应的

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表 1　知网主题检索“化学实验””、“化学教学”、“化学实验对化学

教学的重要”汇总表

年份
化学

实验 / 篇
中学化学

教学 / 篇
化学实验对化学

教学的重要 / 篇

2019 39 3 2

2018 384 33 43

2017 554 49 86

2016 520 58 104

2015 413 42 48

2014 372 23 65

2013 312 30 72

2012 266 34 61

2011 259 16 47

2010 179 22 33

（二）抽样调查

为了掌握了解目前学生对高中化学实验的认识和学习情

况，笔者在怀化市溆浦一中指导教育实习时选取了三个年级

（高一、高二、高三）20 个理科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

问卷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85 份。现将调查结果统计（说

明：由于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笔者只在溆浦一中做了调查，

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分析如下：
表 2 　溆浦一中学生对化学实验与化学学习兴趣的认知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A、大 700 79%

B、一般 115 13%

C、不大 18 2%

D、不好说 62 7%

调查结果表明 79% 学生认为化学实验对学习化学很有帮



新时代教育·高教之窗　3　2021 21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助，有 13% 的认为效果一般，7% 的学生认为不好说，只有

2% 的学生认为化学实验对学习化学不太有帮助不大。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大部分学生认可化学实验的重要

性认为化学实验可以给化学学习带来帮助。

（三）案例分析法

本文选择中学化学的两个经典案例。案例一是初中教材

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课题一《空气》中的拉瓦锡实验；案例

二是高中教材选修五第三章第二节《醛》中乙醛的银镜反应

进行案例分析。对两个实验进行案例分析，主旨在于实验对

化学教学的重要性的探究。

三、具体案例

（一）案例一

（1）实验背景分析

从生活常识来说，空气是学生每天都接触到的一种气体，

初中化学课本选择了空气作为学习化学的开端，主要因为它

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是人类生存离不开的天然物质。先

通过对它的普遍认识和了解，接着可以顺利地引导学生进入

化学世界来探索物质的奥秘。而且，选择以空气为主题，围

绕着这一主题开始这一单元的教学活动，是符合“从学生熟

悉的事物入手，进行科学教育”的原则的。

从能力培养来说：本教材先了解拉瓦锡研究空气成分的

实验，然后要求学生在老师带领下仿照实验来测定空气里氧

气的含量，最后认识到空气的组成、用途和保护空气的重要

性，此实验非常适合实验初学者来探究，根据教材深入浅出，

为学生以后学习化学实验奠定了基础。

从情感培养来说：通过本课题的学习，使学生又一次认

识到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知识，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自然科

学的兴趣。

（2）学情分析

现阶段学生经过小学六年和初中两年的学习，对自然科

学有一定的了解。因为现阶段的学生贪玩，没有良好的自我

管理和调控能力，在实验学习过程中教育者应该严格要求。

初中生的思维方式要求逐步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因

此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积极引导学生应用已掌握的基础

知识，通过实验分析和实验原理判断来获得新知识，发展学

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当然在此过程仍需要以一些感性认识作

为依托，可以借助实验或多媒体电教手段，加强对化学知识

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以便学生理解和掌握。因此做好每一个

演示实验和调动好学生的积极性，不断提供动脑的问题情景，

提供动手的练习机会，让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到化学实验中来

是上好实验课的关键。

（3）实验分析

本实验室探究空气的组成，是模仿拉瓦锡实验原理进行

的实验【2】。拉瓦锡把少量的汞（水银）放在一个相对密闭

的容器里，连续加热达十二天左右，结果发现有一部分银白

色的液态汞变成了红色的粉末，同时玻璃钟罩里的的液面上

升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高度，相当于减少了五分之一的气体

的体积。拉瓦锡研究了剩余的那部分空气，发现这部分空气

既不能供给人类及动物呼吸来维持人类及动物的生命，也不

能支持可燃物的燃烧，他误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氮气。拉瓦锡

再把汞表面上所生成的红色粉末（现已证明是氧化汞）收集

起来，放在另一个较小的容器里经过强热后，得到了汞和氧

气，而且氧气的体积恰好等于原来密闭容器里所减少的空气

的那部分体积。

（模仿实验如图）

如实验所示，能直观的让学生看到实验中采用的仪器是

集气瓶、燃烧匙、导管、弹簧夹、烧杯。药品为红磷。现象

也是学生能直观的看到的：红磷燃烧产生大量白烟，燃烧停

止、冷却至室温后打开弹簧夹看到水从烧杯通过导管流向集

气瓶，且流向集气瓶的水刚好占集气瓶容量的 1/5。学生都

是刚接触化学实验，这样的现象会让学生感到惊讶并引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探索学习。接着学生产

生疑问：“为什么水会流向集气瓶呢？”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

探究，从理论结合实验现象让他们了解到红磷的燃烧方程式

和燃烧产物及空气的组成。假如实验失败也可以带着学生一

起总结讨论。不仅能获取知识，也能培养学生不放弃的品质。

这样的实验教学更有说服力，让学生学到该节课的重点，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这是教学的目的

也是实验的魅力。

（二）案例二

（1）实验背景分析

“乙醛的银镜反应”是人教版高一化学新教材“第三

章 烃的含氧衍生物”第二节的内容，处于《醇酚》和《羧酸 
酯》的中间内容。醛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在有机合成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各种有机物含氧衍生物的相互转化的中

心环节，也是为下一章内容“生命中的基础有机化合物”第

二节糖类中鉴定还原糖和非还原糖的重要依据。

从能力培养来说：掌握检验乙醛的方法和检验原理；通

过物质的结构、性质、用途三者间的关系，提高规律性认识

的能力；培养学生重视运用化学实验手段解决疑问，使学生

能从具体化学事物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的学习方法。

从情感培养来说：培养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学习兴趣，关

注与社会有关的化学生活。

（2） 学情分析

通过前面两个单元以及对醇的学习，学生对有机物已经

有了一定的掌握，并且初步总结了学习有机物的规律。前一

课题对乙醇进行了学习，通过对乙醇的氧化反应、消去反应

了解了有机物中的断键规律，并且学生通过之前的学习也掌

握了类比学习的方法，这些都为乙醛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3） 实验分析

该实验的第一步是制备银氨溶液，在硝酸银溶液中滴加

稀氨水，滴加期间同时不停震荡，这个时候学生会发现有白

色沉淀生成，由方程式可知生成的沉淀是氢氧化银沉淀。在

这个过程中，沉淀先生成后溶解，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了反应

物量的变化对生成物是影响的，这个时候学生势必会联想到

必修一中离子反应中的经典的过量少量问题，所以这个点可

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第二步就是在配制好的银氨溶

液中滴加乙醛，并水浴加热，几分钟后试管内壁会出现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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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镜。这个过程的变化比较直观且比较明显，在这个过程

中乙醛是被氧化了，那么根据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同时进行，

必然有物质被还原了，所以学生就会想，那层银镜应该是金

属银形成的，所以通过方程式可以知道，乙醛被银氨溶液氧

化成了乙酸铵，同时银离子被还原成金属银。然后总结实验

的时候通过提问，乙醛的两个特征反应，银镜反应和与氢氧

化铜的反应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学生通过反应方程式会发现，

在反应过程中，乙醛被氧化成乙酸盐，这个过程中醛被氧化，

同时还会发现，这两个实验中作为氧化剂的银氨溶液和氢氧

化铜悬浊液都是采取现配现用的，这是因为银氨溶液久置后

会析出沉淀物，沉淀物分解会发生猛烈爆炸。

通过这个实验，学生不仅可以观察到最直观的化学反应

现象，还可以通过实验中的每个现象去分析发生了什么化学

反应、原理是什么以及对应的知识点。有了化学实验的辅助

学习，教师在讲述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验现象有的放矢地去提

问引发学生思考，而学生也不会因为单一的授课方式走神而

导致对知识学习的不到位。

四、结论与反思

本文通过阐述了国内外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化学实验

教学相关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通过具体实验案例分析和抽

样调查，得出结论：a. 国内外均对实验教学的重要性有一定

的了解并做出了探究；b. 实验教学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高

效学习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c. 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深知

实验教学的重要性。

总之，化学实验在化学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实

验是化学教学中最为直观、最为形象，最具说服力的教学方

式。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对于学生获取

化学知识和技能、养成探索及实事求实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

度，有很大的好处，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

境的科学品德。因此，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有关部门也要

增大经费投入，加强实验室建设，进一步加大实验教学的力

度，这不是口号更不是纸上谈兵，落实实验教学迫在眉睫。

这是所有化学教育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提高中学化学教

育水平的必经之路。

本文系：［1］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1961011）、吉首大学

教学教改项目（2014YJG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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