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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能力是指运用化学实验（包括实验探究活动、实验方法论、实验事

实和实验史实等）解决化学实验问题的能力。化学实验能力的结构通常有三方面

的含义：一是学生进行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二是学生进行实验时的思维活动，

三是学生综合运用实验解决问题时的方式、方法。化学实验能力的结构可以用图    

1表示： 

 

根据上述化学实验能力结构，中学化学中训练学生实验能力主要应从操作技能训

练、思维训练和综合实验方法训练几个方面着手： 

  一、操作技能训练既要突出规范性又要注意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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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技能是化学实验能力的基础。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重在熟练、贵在规

范。训练学生的规范性操作，一要严格，二要多让学生动手，三要用简单的语言

概括要领。例如，过滤操作常用“一点二低三靠”进行概括，学生较易接受。 

  除了正面强调规范操作处，还可以对通过错误操作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以

纠正学生的不良习惯，如用燃着的酒精灯去引燃另一只酒精灯会引起爆炸；加热

进行气体制取并用排水法收集时，若先熄灭酒精灯再移导管会引起水流倒吸，等

等。 

  规范性训练并不只是要学生“照方抓药”，应指导学生灵活运用操作技巧，

合理组织和改进实验操作顺序和方法，提高实验效率。在一些实验中，经常发现

学生缺乏灵活掌握时间、熟练组合各种操作、全面观察实验的能力。例如，一定

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配制实验，在天平使用、溶液倾倒操作过程中，有些学生虽

然没有明显不规范的操作，但给人的感觉却不够流畅，整个操作的有序性、条理

性不强。 

  训练学生的操作技能要从基本动作开始，以仪器抓握的规范性，操作动作的

灵活性为起点，通过反复操练，使学生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要培

养学生的知觉能力，即准确地感知实验现象，通过嗅觉、听觉、触觉等辨别真伪

现象，精确地描述和记录实验现象的能力。在各个年级段起始，要对学生进行专

题操作训练，在接触新仪器时要有一段时间进行“试操作”训练，在演示和学生

实验时要指导学生科学地观察实验现象。这些都是操作训练的具体方式。 

  二、实验中的思维能力训练既要突出逻辑性又要注意辩证性 

  化学实验中的思维能力是实验能力的重要内容。反过来说，实验也是培养学

生思维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化学实验教学中缺乏严格的思维训练，不可能实现



实验教学的真正目标；离开了思维训练，实验成了简单的机械操作，背离了科学

实验的轨道；忽视实验思维训练，学生对兴趣盎然的实验也会失去兴趣，难以真

正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化学实验中思维能力的训练可以从下列几方面着手： 

  （1）帮助学生养成主动分析实验原理的习惯 

  实验原理主要包括反应原理、装置原理和操作原理，学生每做一个实验，应

全面了解实验原理。由反应原理，理解实验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寻找理论根据，

认识定量关系，掌握反应条件；由装置原理，分析选择仪器的依据，仪器连接和

组合的要领；由操作原理，研究各项操作活动的理由和选择操作方法的依据、预

测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不同的实验，侧重某个方面

展开思维训练，从典型实验着手，从感性认识开始，逐步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 

  （2）挖掘实验教学中启发学生思维的因素 

  教材的实验一般采用操作步骤介绍性的叙述，实验所验证的结果，通常又是

唯一的，思维训练的内容较为平淡，难以激发和引导学生积极进行思维活动。这

就需要教师在实验教学中挖掘反应原理、装置原理、操作原理中有讨论价值的内

容，在不引起学生思维混乱的前提下，引导学生从原理出发，按照逻辑思维模式，

理解有关细节。例如，HCI 实验室制法，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可以讨论： 



 

 

 



 

三、综合实验能力训练既要突出典型性又要注意创造性 

  综合实验能力是化学实验能力的最高层次，其知识基础是化学实验操作知

识、化学实验事实、化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及实验方法初步知识，其技能基础

为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和实验方法技能。综合实验能力一般在解决化学实验问题

中形成。图示如下： 

 

  训练学生综合实验能力，要从典型的实验装置着手，通常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1.变异。在教材实验的基础上，将实验装置或操作方法作一些改进，使操作

更加简便、现象更加明显、解决的问题更加广泛。例如，钠与水反应，可在教材

基础上作如下改进：将盛有水的培养皿放在视频转换仪上，在培养皿中滴入几滴

酚酞，再加入一小块钠，在屏幕上可明显看到钠浮在水面上迅速运动、变成小球

及酚酞变红等现象，更便于学生观察钠与水反应的剧烈程度及推测反应主要产

物。通过类似的变异操作，训练学生的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实验能



力。 

  2.拓展。一种装置、一种实验方式往往有多种应用，在学生熟练掌握基本实

验内容的基础上，将装置、原理、操作方式加以拓展，训练学生灵活进行实验的

能力。例如，从实验原理上讲，图 2 装置至少有下列一些用途： 

 

  （1）作气体干燥装置。A口为气体导入口，B口为气体导出口， 广口瓶内

盛浓硫酸。 

  （2）用作洗气体装置。A口为气体导入口，B口为气体导出口， 广口瓶内

盛水（溶液）。 

  （3）用作气体排水测体积。B口为气体导入口，A 口用导管连接伸入量筒，

广口瓶内盛满水。 

  （4）用作储气瓶。A口接自来水，广口瓶内盛不溶于水的气体， B口则排

出相应的气体。 

  （5）用作气体的收集装置。A口导入需收集的气体，B 口接余气吸收装置。 

  通过拓展，概括和推广相应的化学原理和实验方法，使学生掌握的实验知识

系统化、网络化，提高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 



 

 

         最后要指出的是，由于实验能力结构的三种构成要素层次性较为明显，在

培养实验能力时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逐步深化实验知识，逐渐增加实验技能训

练力度，不断提高学生的实验理论和实验操作水平，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