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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高师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陈田田，韦长梅，支三军 

在化学新课程改革中实验教学占有重要地位[1]．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模式在学生科学素养培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

主动性以及教学能力培养等方面存在不足．对此，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 

1 更新教学内容 切合教学的目的性 

在实验内容的选取上除了结合大学相关理论课程的知识体系外，还应兼顾中学化学教材中的相关内容．注意实验内容的

时代性，适当引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作为研究课题，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积极开发探究性实验，鼓励学生通过实验学

习化学知识与技能，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加大设计性实验比例，学生在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操作、观察记录现象、进

行数据处理、获得实验结论的过程中，不仅能获取知识、技能和方法，提高探究能力，还能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2 改革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2.1 加强对学生化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 针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对化学学习缺乏兴趣、信心不足的问题，在实验课程的教

学设计及教学过程中，积极创造条件，有效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推行“启发式”教学，注意课堂上的师生互动．通过问题设计、情景创设等途径，创造所有学生均能积极参与的

条件和氛围，努力提高教学效果．在实验原理讲授、过程分析、问题讨论、实验报告讲评与反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适当引

导、启发学生，同时教师在这种“群体效应”的带动影响下，也能挖掘自己的学术潜力和教学积极性，做到教学相长． 

（2）重视学生个体的培养与发展，因材施教．教师首先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能力水平、知识基础和个性特征，方能

做到因材施教．在实验教学过程中主要体现在设计不同难度的随堂思考题，实验操作指导过程中对于不同学生的关注点及要

求不同和在实验报告批阅时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实验批语 3 个方面． 

（3）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实验，学会寻找实验过程中的成就感．从各种形状、规格的玻璃仪器到一套较为复杂装置的成

功安装；从新物质的合成与分离，甚至只是介绍某种仪器的使用等过程中，引导学生去发现、感受美． 

（4）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一些涉及仪器的使用等实验，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 

（5）精心设计课外思考题．课外是课内的重要补充，但又不宜增加学生的额外负担而降低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在

设计思考题时，尽可能考虑不同学生的承受力，兼顾不同学生的兴趣，每周出 4~6 题让学生任选 1 题完成，思考题的内容较

为广泛，结合实验又不局限于实验，可以是涉及到的一些化学原理、化学发展史或化学常识等．其目地在于深化理论知识学

习，认识化学与生活、化学与环境的关系，拓宽知识面．课外思考题作为附加题，评分实行加分制，做错不扣分，每个月抽

出固定时间，每位学生均需用 PPT 形式，向全班同学汇报思考题完成情况，有效调动了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同时锻炼了学生

语言表达能力和课件制作能力． 

2.2 强化实验过程的规范化训练 高师教学的对象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未来的教师．因此教学目标不能只停留

在学生学会、会学上，还要为他们将来会教打下基础．实验课对教师的“示范性”有更高的要求，为此，在高师化学实验教

学过程中，尤为强化规范化训练，对学生的行为规范、实验操作规范、实验报告的格式、实验现象的语言描述、数据的记录、

装置图的绘制等均有严格要求．实验课上鼓励学生之间相互督促、相互点评、相互交流，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3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科研素养 实验教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和能力．目前的实验教学内容以验证性实验为主，验证性实验固然有它特定的作用，

但同时易于局限学生的思维，不利于主动学习和思考．为弥补这一不足，从与企业接触中选择了 2 个课题，在学生自愿的基

础上组成课题小组，明确要求，让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课题研究，学期结束在小组讨论基础上分别形成了 3000 字的综述

报告，并用 PPT 形式进行汇报，较好地锻炼了学生查阅文献、发现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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