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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和新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中的实验进行分

析，着重从实验的作用、实验目标、内容、方法等几个方面对高中化学实验特征进行总结，最后提炼了

适宜当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实施策略，为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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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s in the high school chemistry curriculum standards (revised in 2017 
and 2020) and the new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xtbook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chool ch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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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y experiments are summarized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experimental objectives, content, 
and methods. Finally, suitabl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current high school chemistry expe-
rimental teaching were extracted, providing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expe-
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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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是开展化学教与学的主要方式与方法。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

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强调充分认识化学实验的独特价值，化学实验对于全面发展

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和技能，启迪学生的科

学思维，训练学生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对于全面发展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因此，要充分认识到中学化学实验的特殊价值和功能，首先要明确中学化学实

验的特点，然后才能将其应用于中学化学实验。 

2. 高中化学实验特征 

通过对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实验进行整理，发现化学实验在必修课程(第一册、第二册)、选择性必修

课程(1 化学反应原理、2 物质结构与性质、3 有机化学基础)和选修课程(实验化学、化学与社会、化学与

发展)这些模块中都有体现。教材中的实验主要分布在科学探究、实验探究、实践活动、科学史话、思考

交流、资料卡片等板块中，其中几本教材中实验探究共有 72 个、科学探究共有 23 个、实验活动共有 18
个。新课标中也规定了每个主题下的学生必做实验，共有 19 个。我们可以看到化学实验对于高中化学教

材所占的比重是十分大的，也更说明了实验在高中化学课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通过对所有类型的实

验进行总结分析，高中化学实验的特点如下： 

2.1. 实验注重培养学生化学学科素养 

高中化学以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为主旨，以学生适应现代生活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为目标，充分发

挥化学课程的整体育人功能，构建全面发展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课程目标体系。“科学探

究和创造意识”的核心素养是要让学生能够根据问题和假设、研究目标自己进行实验设计来进行调查，

并运用化学实验，调查等方式来开展实验研究[1]。化学实验在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方面起到了

非常关键的作用，能让学生得到将来需要的化学知识、技能和方法，增强他们的科学探索能力，还能培

养他们的协作精神和创造力。因此，化学实验目的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2.2. 实验方法设置多样化 

高中化学教材中的实验在设计时都遵循了科学性准则，科学性准则是化学实验设计的首要原则[2]。
高中化学实验采用了对比实验、验证假设实验和探究实验等多种实验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化学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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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例如，比较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热稳定性的实验、试验物质的导电性、中和反

应反应热的测定等实验，通过不同的方法，让学生或是自主探究，或是合作探究，激发学生对化学实验

学习的兴趣，对化学知识的掌握也更加牢固，让学生在学习上全面进步。 

2.3. 实验更具有探究性 

实验探究是一种重要的科学实践活动，是培养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各种探

究实验活动，学生亲身体验实验探究的过程，不仅激发了学习兴趣，培养了科学研究意识和动手操作的

能力，更能帮助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得到全面发展。通过对高中化学教材上的实验进行整理总结发

现，探究物质的性质类实验最多，共有 54 个，为促进学生对化学的学习兴趣，更好的发挥实验在化学教

学中的功能，可将验证性的实验改进变成探究性实验，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多设计些探究性的问题，让学

生针对同一个实验进行探究性改进，这样便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例如，“催化剂对过氧化氢分解反应速

率的影响”实验，可以让学生分组，每组选择不同的催化剂进行探究实验，体验化学实验神奇过程，帮

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化学知识。 

2.4. 实验内容多元化 

化学实验是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化学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与手段。高中化学

实验从实验内容上来看更加多元化，既注重与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化学实验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

渐科技化[3]。例如，检验食品中的铁元素、了解汽车尾气的治理、自制肥皂、了解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

盐类水解的应用等实验，都是生活中一些常见的现象，与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让学生通过实验探究了解

生活中常见现象的原理，培养学生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有机实验中确定

物质的实验式、分子式和结构式需要用到的现代元素分析仪、质谱仪、核磁共振仪等都是科技发展的仪

器。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科技手段会被运用到化学实验教学中，有些难以观察到现象、操

作复杂、具有危险性的实验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来解决。 

2.5. 实验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性 

通过研读教材中的实验，可以发现很多实验都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很注重学生自主能力

的培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4]。例如，“搭建球棍模型认识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特点”、“制作分

子的空间结构模型”等实验，让学生自己动手搭建模型，从宏观角度认识分子结构模型，培养学生“宏

观辨识”、“模型认知”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且相对传统实验只注重实验结果，这样的实验更注重学

生参与实验的过程，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2.6. 实验更具有综合性 

通过对所有教材中的实验整理分类，可以发现实验内容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实验的实施也必须要有

一定的理论基础，比如，在进行“氯离子的检验”实验学习时，必须要掌握氯气的性质等基础理论知识

和基本实验操作等实验知识。除此之外，各类型的实验也并不是独立的，也会有一定的交叉融合，例如

物质的性质类实验和制备类实验会涉及到物质的分离与提纯、反应原理、实验基本操作等内容。 
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实验方法上，也体现在知识上。实验有很多零散的知识组成，一般教材中没有给出特

别具体的信息，而是隐藏在学生已经学习的知识结构中，需要学生通过多种方法来总结从而获得实验结论。

在学习过程中，从学生的基本需要出发，基于各种学习方式，结合自身的操作技巧和理论知识来探索解决问

题的方法。化学实验相对于其他化学知识的学习显得更高级，对学生的综合技能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91


张宏洁，巴哈尔古丽•别克吐尔逊 
 

 

DOI: 10.12677/ae.2023.13121591 10317 教育进展 
 

3. 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实施策略 

3.1. 对化学实验进行创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通过对教材上的化学实验进行创新与改进，既可以弥补教材上实验的不足，也能激发学生对化学的

学习兴趣[6]。例如，教材上的“焰色试验”实验，是使用铂丝或铁丝放在酒精灯外焰上灼烧，然后蘸取

待测溶液，之后重复进行“烧、蘸，洗”的操作，且观察钾离子的焰色时需要透过蓝色钴玻璃。这个实

验存在着操作时十分复杂、金属离子的火焰很小不利于学生进行观察、有的金属离子焰色也不明显、铂

丝材料贵等很多不足。因此，可以对这个实验进行改进，将铂丝替换成廉价易得的材料，如粉笔、棉球、

滤纸等，也可以用装满待测离子的溶液的小喷瓶喷酒精灯火焰代替“烧、蘸，洗”的操作。通过对“焰

色试验”实验进行改进，操作更加简单，实验现象也更加明显，钾离子的焰色也不需要在透过蓝色钴玻

璃进行观察，便于老师在课堂上演示，还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来代替实验材料，如，注射器、塑料

瓶等，使化学和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引起学生的兴趣。 

3.2. 创设化学实验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利用小故事等创设生动、活泼的实验情境不仅能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还能激发学生对认知学

习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7]。如，老师向学生介绍“黑面包实验”会让学生产生一系列疑问“黑面

包是什么物质反应得到的？为什么是黑色的？”，此时老师再向学生进行实验展示就能让学生焕然大悟，

原来是“浓硫酸与蔗糖的反应”。还有“喷泉实验”我们都知道是氨气易溶于水，形成的氨水会使酚酞

变红，因瓶内外压强不同而形成红色喷泉，我们还可以使用其它易溶于水的气体，如氯化氢，溶液使用

氯化铜，就能看到绿色的喷泉，溶液使用硫酸铜，就能看到蓝色的喷泉。像“黑面包实验”、“彩色喷

泉”等有趣的实验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新教材中设置了很多实验，教师在

创设实验情境时，应创造条件让学生动手操作，让其体会“做中学”的乐趣，实验也需要教师精心进行

设计，保证化学实验对学生化学学习的促进作用。 

3.3. 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大部分化学知识是对生活现象和生活原理的简单总结和提炼，教师需要主动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与学生共同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凸显化学实验的趣味性和生活性，让学生调用个人的生活经验主

动分析化学知识[8]。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过分依赖教材，实验的讲授枯燥单一，学生的学习兴

趣不高，化学实验也没起到对化学知识学习的促进作用。因此，新课标对化学实验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

求，建议教师精心设计实验探究活动，设计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趣味化学实验，让学生有自己动手操作、

独立思考的机会。教材中就有很多实验与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如，“检验食品中的铁元素”、“豆腐的

制作”、“暖贴的设计与制作”等实验，教师要充分利用这类实验，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主动探索。同

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废物利用的方式对现有的教材实验进行改进，用生活中的废旧物和材料代替

实验室中的药品和仪器，让课堂化学实验走进生活中，既能丰富化学教学资源，又能让学生对化学产生

亲切感，增强学习化学的动力。 

3.4. 充分结合化学实验史，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化学实验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化学概念、化学原理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科学的原理起源于实验的世界”“没有实验，就没有新的知识”，几乎化学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化

学实验，从此角度看，化学科学就是人们运用化学实验对物质及其变化进行不断“证实”和“证伪”中

发展起来的[9]。教师在进行化学实验教学时，结合化学史进行讲授，让学生了解化学家们探索实验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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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的精神和思想观念，有助于学生自己科学思想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例如，在讲解“原电池”

实验时，教师可以将“1780 年伽伐尼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失去生物活性的青蛙腿与金属解剖刀接触发生抽

搐是由动物体内先天存在的‘生物电’引起的，到 1799 年伏打设计实验揭开蛙腿抽搐之谜，验证了伽伐

尼的实验结论是错的。”这一实验史运用到教学中，让学生在感受科学探究历程艰辛的同时，能够对“原

电池”实验原理、实验概念掌握的更加牢固。生动又真实的历史情境能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化学的魅

力，激发学生主动探索创新实验的兴趣，而化学科学曲折艰辛的发展历程又能让学生逐步了解化学学科

特点，进而培养学生不畏艰险的精神。 

3.5. 结合科技生活，丰富学生生活经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多的科学技术被运用到课堂教学里，数字化课堂也逐渐成为中学化学教学

的趋势[10]。同样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也被运用到化学实验教学中，数字化实验室也被越来越多的学校进

行使用，学生的操作也越来越规范，很多操作危险、实验现象难以观察的实验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示范

视频，或者有进行实验操作演示的软件或者投影，都能大大增加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教师在化学课堂

教学中也可以多联系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科技生活知识，帮助学生丰富生活经验，如向学生提问“炒菜时

为什么不宜把油烧的冒烟？”“豆腐为什么不可与菠菜一起煮？”这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让学生

进行假设猜想，教师提供相关材料之后让学生根据材料自己设计实验去验证假设，最后得出问题结论。

这样不但能帮助学生丰富生活经验的，还能让他们在课上积极思考，培养他们主动设计实验方案、动手

操作、进行总结的能力，最终学会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4. 结语 

实验是中学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化学知识、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发展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11]。教师在化学实验教学中不能过分依赖教材，要

适时对化学实验进行改进，采用不同化学实验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对化学原理、化学概念进行理解，充

分发挥化学实验的促进作用。同时，教师在实验教学中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实验组织形式，

创造条件尽可能让学生动手操作，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也要充分认识到实验教学是培养创新

人才的重要途径，把实验作为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努力为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提供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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