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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化学课程是学生掌握感性认识积累相关概念体系的关键课程。化学作为一门以实验为重要依托的基础课程，教师在讲授课程的
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在整个教学的操作过程中要实现科学文化素养渗透到每一教学环节。为此，本人基于当前化学实
验教学的现存问题，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基准，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可以为后续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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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适应社会以及个人发

展需求的关键能力。它关乎学生知识，情感以及三观等多方面的养成过

程，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悟。为此作为高中的化学教师，要掌握

化学课堂的学科素养内涵，通过转变当前的教学观念，认识学生个体差

异的重要性，在授课时把握教学的核心任务，提高对学科文化素养的渗

透力度，在化学实验课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能力，从而实现学生的

核心素养全面提升。 

1 高中化学实验课堂操作时应该注重的问题 
首先，教师演示的实验内容要明确，现象要简单明了。老师所进行

的演示实验具有极强的形象性，优质的演示过程可以让学生对课堂知识

形成更好的理解。比如在进行氢气相关实验时，由于会产生爆炸的现象，

故实验结果可能为学生带来强烈的视觉刺激。因此教师要注重演示过程

的清晰程度，对于每个实验教师都应该注重操作步骤和演示过程，让学

生通过教师的实际演示来加强对课堂知识的理解。透过教师操作的现象，

看到本质的化学知识。还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

度，例如在进行高锰酸钾实验时，教师可以利用投影来将实验操作放大，

让学生对实验操作有更直观的了解，从而清晰掌握实验实验操作过程。 

其次，教师在进行实验操作时要注意操作规范。教师的规范操作可

以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教师在进行实验演示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操

作步骤进行，包括仪器的使用，操作方式和数据记录方式，动作要准确

且清晰，教师的每一步骤都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对象，为此教师的行为会

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无形之中对学生起到影响。因此教师教师的

规范操作，不但是实验演示成功的关键所在更是培养学生养成严谨实验

风格的前提所在。如果教师不注重实验操作流程，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

务，则会影响学生的认知能力，为学生树立错误的榜样，从而影响学生

的实验操作成绩，最终导致学生综合能力下降，影响学生的后续学习。 

2 提高高中化学实验教学质量的实际应用策略 
2.1 根据内容设置课堂情境，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高中化学课堂大多与实验操作为主，为此在进行相关实验教学时，

教师要根据具体的课堂内容来为学生设置一定的教学情境，实现学科文

化素养的渗透。通过讲解优秀人物的相关事迹或者当今化学界所取得的

最新成就，来激发学生对化学学习的热情，并鼓励学生要遵守学习化学

的严谨态度，在实际的课堂情境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养成学生的社

会担当意识。例如在进行“铜的精炼”实验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

体来展示铜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利用生活中喜闻乐见的用品来为学生

引入教学情境。教师可以讲述金属铜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同时期的作用，

让学生对铜的导电性和其他应用进行自主研究。通过设置相关的教学情

景来激发学生对化学物品的思考，培养学生相关生活意识，让学生可以

在化学课堂更好的联系生活实际，将化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实现学

生学科素养的提升，促进学生的人文知识提高。 

2.2 利用问题引入，帮助学生掌握学科内涵 

在教学环节中设置一定的课堂问题，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实现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提升，也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合作探究问题的思

想。在高中化学课堂利用问题引入，来实现学生对基本问题的自我学习，

帮助学生在后续的实验操作中掌握一定的技巧。 

例如在进行提纯实验时，学生通过对实验器具作用的提问，来加深

对实验操作流程的印象，在提问的过程中，实现对器具用处的掌握，掌

握相应的规则，并学习一定的操作技巧，更好地掌握化学实验操作步骤。

教师在学生提问的过程中掌握学生的薄弱点，对于后续教学任务侧重有

着良好的指向作用。 

2.3 简化实验过程，培养学生学科能力 

高中化学作为学生基础学习阶段的高阶课程，教材上的实验，有些

可能过于复杂且存在着一定安全隐患。教师要合理引导学生根据教材提

供的实验过程进行实验操作改造，以环保和安全为原则，通过学生自主

思考并开发利用相关的实验器材来对课本的实验操作进行改造，实现课

本的复杂实验最终可以通过简捷的方式进行操作。在进行课本实验操作

改造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并进行简单的实际操作，在此

过程中增加了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力度，并通过具体的实验操作，来

加深对实验流程的掌握。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提高了学生对化学学科的

探索欲，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并要对文献出现的

内容进行总结提高了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例如，在进行稀硫酸相关实

验，操作时由于试管的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可以将试管改为可以控制稀硫酸量的注射器，这样在进行反应实验时，

不但可以清晰的观察到反应的过程，还可以控制稀硫酸的注射量同时也

保护了环境。 

2.4 开拓学生思路，鼓励学生自我探究 

科学实验具有多样性，其操作的过程也具有丰富性。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进行有效探索，通过自己设置合理的实验方案来实现化学实验的全

面掌握，在整个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实现化学学科

素养的培养目标。 

例如在进行提纯实验教学时，学生对于教师的操作存在一定疑问时，

教师要及时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探索，帮助学生梳理思路，对于提纯的目

的是什么，要进行清晰解读，在学生进行自我实验操作时，教师要严格

审核操作的流程，避免因为不符合实验操作而引起事故，在充分鼓励学

生的前提下，保证实验操作的安全性。 

3 结语 
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培养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教师要

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差异，不能急于求成，要通过无数次实验来实现学

生学科素养从量到质的变化，在整个过程中要善于挖掘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潜在发展力，培养学生对化学实验的感知能力，为学生后续发展奠定

强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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