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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的青春期，求知欲望非常强烈，

再加上初次接触化学这一学科，对化学知识充满了神秘感，所以

开始上课时往往热情高涨。但是，随着课程的进行学生已经激情

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困惑和厌学。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对化

学这一学科特点认识还不够。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实验是化学教师的调味剂，能不能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关键在于实验。离开了实验，化学教学就变

成了风干肉，,tort做出鲜味来。那么，为了保证化学课堂的鲜活

性，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我们在进行化学实验教学时应注

意那些方面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利用实验联系生活，创设情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学生有了兴趣，课堂使成功了一

半。在讲授“二氧化碳”时，可以让学生自备一瓶碳酸饮料，其

它实验仪器有：酒精灯、火柴、木条、小试管、带导管的单孔橡

皮塞、集气瓶：药品有：澄清的石灰水、石蕊试液。布置问题时

学生会很好奇，上课带碳酸饮料干什么用?好奇心的驱使下，学

生会自觉主动的预习课文，第二天一开始学生便热情高涨，甚至

迫不及待的动手了。课堂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二、对课本实验进行适当拓展，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实

验中来，体验实验成功的快乐

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主题地位，从学生的被动参与到

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进而进行大胆的猜想假设，然后为验证

自己的猜想和假设而进行实验。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但要为学生

提4共4v．器，还要检查学生实验方案的可行性，好的要给予肯定和

赞许；对于方案有错，又不造成危险的，也可以提供仪器，让学

生经历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例如，“铁钉生

锈实验”，在学生坚持了一周的观察成功探究后，强化继续探究

意识，给出问题：铁器在哪些情况下容易生锈?学生的探究热情

空前高涨，我因势利导，让学生设计实验拟出实验报告，最后提

出在糖水、酱油、醋盐水等条件下易生锈的事例，进而很容易得

出钢铁生锈的原因和条件。学生对以后学习金属的防腐防锈打下

了艮好的基础。同时学生自觉主动的参与到整个探究过程中去，
真正体验到探究的快乐，形成正确的情感价值观。

三、重视化学演示实验，充分调动学生情绪，激发求知欲

演示实验有的是对化学概念、原理的阐述，有的是对元素化

合物知识的分析、验证，有的则属于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对这些

演示实验，要力求做到演示操作规范、实验现象明显、分析表述

准确简练。对部分演示实验装置或实验操作还作了适当的补充和

改进，以增强实验效果。例如，在§2一l《分子》这一节教学中，

补充了氨的挥发、碘在酒精中扩散(溶散)的实验，加深了学生

对分子运动的感性认识，在§l一4《燃烧和缓慢氧化》的教学

中，对“白磷的燃烧”演示实验进行改进，用球胆向烧杯的热水

中缓缓通入02，可看到热水中的白磷与0，接触后，也开始燃烧，

产生火光。演示结束后，我请学生思考3个问题：1．为什么铜

片上的白磷能燃烧，红磷不能燃烧?2．水中的白磷需要什么条

件才能燃烧?3．红磷能不能燃烧?接着再补充演示红磷燃烧的

实验，将少量红磷放在铁纱网上，直接在酒精灯火焰上加热，请

学生观察红磷在空气中燃烧的现象，最后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内容，

归纳总结出燃烧的条件。学生反映这样学既能理解，又记牢。

四、注重实验的设计与改进，启发学生的创造性

除课本实验之外，可以根据学校现有设备及学生的实际水平，

对一些耗时较多，现象不明显，效果不理想的实验加以改进。如：

为引出催化剂的概念而设计了三个探讨实验，很费时间。可以对

仪器进行一些改进，把三个实验用一个连续实验来替换：把一

支试管底部一部分做成弯曲状，将KCLO，放入弯曲部分，MnO，

放入直管部位。实验时，首先加热Mn02，无氧气放出。再加热

KCL03至熔化，有氧气放出。停止加热，使试管竖直，MnO：落
入刚熔化的KCLO，，检验是否有氧气放出：再如：“探究c0'比

空气重的实验”，教课书上是用托盘天平称量实验备用的烧杯的

质量后，再把集气瓶中的CO：慢慢地向烧杯中倾倒，让学生观看

天平指针发生偏移。这一实验，由于实验室的天平被腐蚀而不够

灵敏所致，会导致称量与感量不配等。为了提高演示成功率，可

改进成一种自制天平，取两只相同的保鲜袋，再用杠杆支架架起

来，然后将CO，慢慢地倾注到一端的保鲜袋里，杠杆失去平衡时，

再向另一端的保鲜袋里倒入等量的C02，杠杆恢复平衡。此类实

验设计非常简洁直观，既有利于概念的引出，又有利于增加实验

效果。这样通过实验的设计和改进，既能使实验简单明了，又能

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实验技巧。

五、开发家庭小实验，开辟第二课堂

实践表明，适当的引入家庭小实验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扣探究意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我第一次

向学生布置绪言课的家庭小实验一一观察蜡烛色态、构造及点燃

时的现象，并与课本第5页习题3配合作为家庭作业时，学生感

到很新奇。而第二次布置家庭小实验一用玻璃杯、饭碗和小蜡
烛来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第7页演示实验l—l的改进)，学

生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几乎所有学生都在家里动手做了这个

实验，有的成功，也有的不成功。第二天到课堂争先恐后的发问，

经过简要解释和指导后，有的同学回家又重复做了这个实验，一

旦做成功了，其兴奋之情自不妊说。学习化学的兴趣也随之激发

出来。后来，每逢做演示实验时，学生往往会问我：“陈老师，

我在家里能不能做?”配合课堂教学内容，我们除了布置学生完

成新教材中设计的13个家庭小实验外，还另外补充了十几个与

生活密切相关的，又很容易找到材料的小实验，作为家庭作业。

这些实验按教学进度陆续布置给学生完成。并要求每一位学生准

备一个家庭小实验记录本，将实验时间、现象及与所学知识点的

联系记录下来，并定期检查。多数学生都能达到老师提出的要求。

二十几个家庭小实验的开发。不仅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使学生

扩大了视野，培养了动手实验能力和观察分析能力，而且由于它

们与课堂教学内容同步，也对知识的理解秘巩固起到促进作用。

通过对以上五条措施的坚持，学生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课堂不再是老师的独角戏，同学们积极主动的参加到课堂互动中

来，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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