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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能力的高低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学生解决化学问题的本领。微型化学实验有着常规实验无

法比拟的优势,改进实验的过程可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

有利于培养学生实验技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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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初中化学学生实验和教师演示实验分别占教材要求的30%和

55%，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课本中的实验也不例外,难免

有某些不足之处。要从中找出毛病，要对所做的实验持挑剔的态

度，学会发现缺点的方法，同时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据此发现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存在一定问题：

1. 实验不够精炼，导致实验教学工作量大;

2. 现象不明显或现象持续时间短;

3. 实验成功率低;

4. 不够环保或安全性低;

5. 药品用量大，废弃物多;

6. 学生实验探究能力差，处理实验探究墨守成规，方法不

灵活，无变通。



同时由于设备的限制，并不是每个同学都可以进行实验操

作，而且大量实验既浪费了资源造成经济损失，又污染了环境。

为了减少污染,就可以进行实验的微型化设计，同时化学是一门

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学科，学生可以自己利用身边能找到的药品进

行创新型家庭小实验，将生活与课堂整合起来，既提高学生的求

知欲，激发兴趣又节约药品，减少污染。

研究目标：

化学实验的目的是对物质性质的探究或验证,我们需要的是

看到准确的现象,从而得出准确结论。所以,通过实验的改良，将

多组实验整合，节约药品的同时，每个同学都可以进行实验操作，

同时将实验微型化，学生通过独立自主地完成家庭小实验，将化

学课堂与日常生活实现有机融合,从而培养学生运用“化学思维”

“化学原理”于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能力。

从学生角度说: 1.在思维方式上，实验操作的训练可以对全

面的、系统的、动态的思维方式有综合地促进作用。能对各种能

力发挥直接作用。让学生有宽广的思维空间，让思维插上灵感的

翅膀。

2.在操作能力上，操作本身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认识过

程的深化和物化,实验操作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合作能力和科学习惯，同时还能提高学生耐心、细心、慎思、胆

大等心理品质。

3.在审美和价值观上，学生对改进过的实验进行学习操作，



对学生的品行、审美等方面也有积极作用，使他们有计划、讲节

约、讲效益、注意维护他人和自身安全，注意环保等。

4.从化学学科角度说，化学实验是培养化学工作者或化学家

的必经之路，是进行化学科研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学生经改进的

实验的启发，思维会更活跃，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所学的化学

实验有一个活的源头，那化学之流就会源远流。

研究内容：

二氧化碳的制取及性质是初三化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实验

过程复杂，需要制取多瓶气体对性质一一验证，不符合绿色化学

的观念，通过改进实验和学生家庭实验，节约化学资源。

二氧化碳性质验证过程，需要的药品比较多，通过学生改进

实验，减少药品的使用，节约化学资源，本实验中的石蕊试剂是

学生第一次接触变色反应的试剂，生活中很多植物的汁液都有类

似的效果，通过家庭实验验证生活中可以作为常见指示剂的物

质，增强学生对化学来源于生活的意识。

研究过程与方法：

为了充分发挥化学实验在教学中的作用,我们有责任不断对

教材实验加以改进和完善。-般来说，化学实验改进最终想达到

的目的是:以简代繁、以快带慢、或是变无形知识为有形知识，

或是让现象更明显持久等。以下是研究该课题用到的的方法:

1、行动研究法。教师直接对所从事的化学实验教学进行研

究，在课题实施过程中，针对学生在实验教学活动中的表现，不



断的调整、修订和完善相关的实施计划、实施内容、方式和方法。

适当的将其延伸到课外的研究。

2、文献研究法。主要是指利用图书、网络等工具，师生共

同通过收集某些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事实，加以系统客观

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

3、组合法，许多创新发明，就是先把现有事物的各要素分

开，然后再按新的方法加以组合，从而产生了新事物、新方法。

利用组合法来改进实验时，就是把整个实验方案或整套实验装置

先分解成若干部分，然后在科学的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实验方

法。例如:二氧化碳的性质实验，教材中都是在集满二氧化碳的

集气瓶中进行，而这有一个缺点，二氧化碳很快被消耗，现象会

减弱甚至反应停止。鉴于此，我们可以把二氧化碳的发生装置和

性质验证装置连接起来，以得到源源不断的氧气，这样这个实验

就更完美了(二氧化碳性质实验改进)。也不必每节课后忙着制取

氧气,使课间可以休息。

因此，组合法可以简化实验装置，便于操作，节约时间等。

进行研究过程如下：

学习二氧化碳的制取与性质之后，将各个实验对应的二氧化

碳性质进行分析，发现一个实验对应一种性质，操作过程复杂，

在师生共同阅读参考大量文献和查找相关资料后，课堂进行分析

整合。

传统教材中验证二氧化碳的性质



1、用集气瓶在一侧倾倒二氧化碳，比较自制天平的变化，

验证二氧化碳的密度。

2、向一个收集满二氧化碳气体的塑料瓶中加入约二分之一

体积的水，立即旋紧瓶盖，振荡，以证明二氧化碳能溶于水。

3、用带火星的木条放到集气瓶口对二氧化碳进行验满（利

用二氧化碳不可燃、不助燃的性质）

4、将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试液中，证明二氧化碳和水反

应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

5、向澄清石灰水中通入气体，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证明产

生的气体是二氧化碳。

多次整合后，用一支具支试管就可完成验证“二氧化碳密度

比空气大，不燃烧、不支持燃烧，能与水反应，能与氢氧化钙反

应”的实验，装置如图所示。在试管中事先加入少量的澄清石灰

水；在一根铁丝上穿有四团沾有紫色石蕊试液的棉花并晾干，在

实验开始前将两端编号为 1、4 的两团棉花滴上少量的水润湿，

后放入具支试管内，注意 1 与 4、2 与 3 应与具支保持等距，以

便通过变红的先后的顺序证明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向试管内

通入二氧化碳一段时间后，先观察棉花的颜色变化，再观察石灰

水的变化，此时，在试管口放一根燃着的木条以验证“二氧化碳

不燃烧不支持燃烧”。



为进一步探索化学实验的创新性以及与生活实际的紧密结

合，学生提出将试管换成“碎碎冰”以及废弃吸管，并将紫色石

蕊棉花换成更为方便的蓝色石蕊试纸，符合新课标的要求，增强

了实验的趣味性，同时“碎碎冰”的包装管质地柔软，通过用手

捏和松，可以起到“启普发生器”一样，达到随时控制反应开始

和停止的目的。

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对紫色石蕊试液和蓝色石蕊试纸的奇妙

变色反应产生兴趣，对生活中的变色反应进行探索。



分析和讨论

用旧知识的砖瓦搭建新能力的大厦，本课题教学中利用新的

载体，整合了相关知识，引导学生反思原有实验，深度探索改进

验证二氧化碳的性质的实验，培养学生深入思考，科学探究的能

力。 通过以上学习，完成二氧化碳性质的探究，最后再进行必

要的课堂练习，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同时，

通过课堂演示实验改进，渗透创新意识，助力培养学生科学探究

和创新意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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