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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化学课堂中，为了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本文从利用演示实验，调动学生求知欲；利用改进实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利

用生活化实验，培养学生化学思维三个方面对如何将化学实验高效地应用于化学教学中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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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初中化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的培养初中生的

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在全面提高学生化学素养方面有着重要的意

义。对此，初中化学教师就可从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出发，利用化学

实验，提高学生对化学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 

1 利用演示实验，调动学生求知欲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希望学生能够对知识产生更加深入的了解，不

需要教师的督促，能够做到自发的主动学习和知识探究。与此同时，学

生在对所学化学知识充满期待或是兴趣时，则会对所学知识充满了期待

或是兴趣，进而主动探索，使整个课堂变得更加活跃。教师在对学生进

行教学中，可在课堂导入中设计生动有趣的实验，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

兴趣与积极性。 

例如，在学习“金属铁”这一单元内容时，在讲解铁生锈的原因时，

教师可以先启发学生日常生活经验，对铁生锈的各种情况进行思考。在

通常情况下，为什么将铁制品自然放在空气中会生锈，而涂了油漆的铁

制品或是放在干燥地方的铁制品则不会生锈。得出结论后，教师可让学

生们进行自行讨论，并在一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进行大胆的猜测：

由于铁与空气接触后，与空气中的养结合；同时由于水分子能够与铁发

生反应，因而生锈；涂上油漆的铁制品，由于油漆隔绝了氧气和水，所

以没有生锈。再利用演示实验，让学生进行观察，由于实验过程较长，

教师可带领学生提前进行实验。最终学生得出实验结论，铁锈是由于铁

和氧气、水分子等物质相互作用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利用实

验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探究精神。 

2 利用改进实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在教学中教师除了利用演示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外，还要使学

生参与到教学中。随着化学内容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学生会随着知识内

容的增多而失去学习化学的兴趣，从而也会对实验失去兴趣。对此，教

师就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及时调整，在教学中持续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学习

兴趣。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演示实验时，每当教师操作完成后，学生都会

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对此，教师就可对教学模式进行适当的改变，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演示实验转变为探索实验，不仅满足学生的学

习兴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例如，在学习石蕊实验时，传统的石蕊实验是用食醋、稀盐酸、石

灰水、氢氧化钠溶液来进行实验。对此，教师就可对教材中的实验采用

探究实验，对石蕊实验中的石蕊溶液进行大胆分析，并在试验中，将紫

色的石蕊溶液改换成黑枸杞溶液，让学生掌握酸碱指示剂的本质。在实

验中教师可用让学生进行分组对比试验，学生分别用石蕊溶液与黑枸杞

溶液当作指示剂。实验最后发现，在酸性条件下，黑枸杞溶液与石蕊溶

液都呈现红色，而在碱性条件下，黑枸杞溶液与石蕊溶液都呈现蓝色。

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学生自己的设计、操作、实验总结，培养了学生的

各方面能力，增强了学生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3 利用生活化实验，培养学生化学思维 

化学知识源于生活，但又不等同于生活，却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发现化学。新课标中强调化学教学要联系生活实际，要充分利用现实

生活中的化学教育资源。让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只是单

纯的学习知识，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对知识进行掌握，能够学会如

何去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生活实际问题。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用化

学的思维去解决事物。教师在课余闲暇时，对生活中常见的化学知识，

进行观察汇总，并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将其利用进去。像是“为什么吃了

一半的苹果放置一会儿会变色呢？”，这种类似的問题，就会瞬间激起学

生疑问与好奇心。 

还有学生在学习碳酸钙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就可利用学生生活中常

见的水垢来为学生进行讲解。由于水垢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碳酸钙与

盐酸反应从而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从而去除水垢。而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利用家中常备的白醋，虽然白醋的酸性不如盐酸，但将浸泡的

时间延长后，使其充分反应，也能够将水垢去除。开展生活化化学，有

利于学生了解社会，教师在开发生活化实验时，要让学生联系社会生活

实际，能够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学生经常接触到的实际问题，让学生从

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联系的视角去认识化学问题，让学生真正的做到

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化学的思维能力，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总而言之，化学教师在进行教学创新时，要从学生的心理认识水平

和教学实际内容出发，用多种教学手法，培养学生化学学习兴趣、实践

创新能力、化学思维方式，利用化学实验全面提高学生的化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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