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第01期 7

在

新课改实践

“启发一探究”式教学在高 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吴良佛

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化学课程不仅要

实现对化学知识及原理进行验证，更要通过实践帮助学生对

知识要点进行深度把握。在课堂构建上，高中化学教师要保

证实验课程构建的质量，同时也要活跃课堂氛围，利用不同

手段提高教学的效率。在教学模式的应用上，“启发一探究”

式更有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这种方式能引发学生的深度思

考，也可以让学生就现有内容进行自主剖析，保证学生学习

的效果。

一、创设情境，引发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直观的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

参与学科探讨的兴趣。通过直观的实验，可以激发学生的感

性认知，而通过感性认知进行联想，就能启发学生，让学生

通过表面现象探究真理，促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利用直

观的实验创设情境，可以通过鲜活的素材，以直观的实验现

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样就能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有感

而发，甚至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以此达到启发学生思维的

目的。通过直观的实验，让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掌握化学知

识，要比直接灌输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更能通过此举提高
学生的能力。

例如，在开展“电解饱和食盐水实验”时，视频展示

接通电源之后，石墨棒上产生了黄绿色的气泡，而铁棒上产

生了无色的气泡。在实验过程中，左管溶液导致酚酞溶液

变红，0石墨棒上产生了Cl2，铁棒上产生了H2，左管溶液

中产生了NaOH。在实验后让学生思考氯气的物理性质。通

过直观的实验，学生回忆实验的过程后，表示氯气呈现黄绿

色，有刺激性气味，它能溶于水，是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且

密度要比空气大。为进一步发展学生的能力，尝试让学生猜

测氯气溶于水后形成的氯水具备哪些性质？通过实验，学生

了解氯气可以溶于水，猜测氯水呈现酸性。因为在实验中，

酚酞溶液呈现红色，于是使用紫色石蕊试液进行了检验，学

生在观看实验时发现，紫色石蕊试液不仅呈现了红色，而且

会出现褪色的现象，学生产生了疑惑，表示不解。针对这个

疑问，开展了讨论和猜想。有的学生回忆家中使用的消毒液

含有次氯酸，喷到深色衣服后有白色斑点出现，因此次氯酸

具有漂白性。有的同学则猜测氯水当中的氯气具备漂白性。

面对这一问题，让学生利用实验进行验证，在学生的积极讨

论下，设计了两组实验。第一组实验是让干燥的氯气通过干

燥的有色布条，第二组实验是让干燥的氯气通入湿润的有色
布条。通过实验的直观表达，学生了解了次氯酸的性质。

二、设计实验，说出疑惑

“启发一探究”式教学工作开展中，实验教学的主要

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实验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同时发展学生的

化学思维，并通过不断引导使学生的各项能力得到发展。在

教学中，只有以科学的方式进行思维引导，才有利于给予学

生高效的启发。教师要重视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让学生说
出自己的疑惑，这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得到最好的锻炼。

在高中阶段，化学课程当中有许多实验内容，教师可以结合

不同内容，设计有意思的实验，在集中学生注意力的同时，

发展学生的思维，通过引导让学生在课堂上说出自己的疑

惑，再让学生进行剖析，这能发展学生的自主剖析能力，也

能通过合作学习让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后，开展实践。

例如，在开展“实验室制备氯气”的实验时，既要用

到浓盐酸，也要用到浓硫酸。很多学生表示，为什么不可以

用稀盐酸或稀硫酸？在学生提出疑问后，我并没有给学生解

答，而是让学生参考氯气实验室制备的方法进行实验探究。

在实验过后，学生发现若使用稀盐酸，无法与二氧化锰产生

反应，而稀硫酸无法有效去除水蒸气，为深化学生的理解，

同时让学生有效掌握氯气的实验室制法，我要求学生利用实

验室制备并收集纯净且干燥的Cl2。在展示完所有仪器后，

告知学生装置A是发生装置，除装置A当中所需要应用的药

品以外，其他装置可以选择的药品有碱石灰、浓硫酸、饱和

食盐水、五氧化二磷、氢氧化钠溶液。要求学生指出其他装

置中的药品是什么，并按气流的方向对仪器接口进行连接，

写出其顺序。

大部分的学生已经掌握了仪器的连接顺序。因此，学生

在思考后表示，Cl2气体是酸性的，因此在干燥剂的选择上

既可以选择浓硫酸也可以选择五氧化二磷。但是，在Cl2制

备的时候，由于浓盐酸具有挥发性，Clz当中的杂质有水蒸

气和HCl。针对HCI可以利用饱和的食盐水除杂，而水蒸气

可以利用酸性的干燥器进行除杂。在题目中，B虽然是干燥

装置，但只能装固体的干燥剂，而C可以用来装饱和的食盐

水，D是收集氯气的，E是尾气吸收装置，因此在仪器连接

时，可以选择adebcf或者adecbf。而对于药剂来看，B中是

五氧化二磷，C中是饱和食盐水，E中是氢氧化钠溶液。

三、积极引导，做好铺垫

在高中化学实验教学工作开展中，教师要意识到“启

发一探究”式模式应用的目的不单是让学生通过化学实验掌

握化学基础知识，而是要让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通过直观

现象进行思考，进而通过提炼让学生掌握研究物质的方法与

技巧。因此，教师要有效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在不同的实
验中，利用不同手段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思维层面得

到提升，这样才能使化学实验教学的价值得到有效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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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探究“HCIO的性质”时，通过之前的实验，

学生初步了解氯水具备漂白作用，于是让学生思考，生活中

常见的氯水的包装材质以及颜色。通过回忆，学生表示常见

的氯水（消毒液）都是不透明包装，颜色是无色透明。询问

学生，在之前的实验中，获得的氯水是什么颜色的？学生回

答黄绿色。于是学生提出猜想，常见的氯水应该是稀释过，

于是呈现透明色，也有学生呈反对意见。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后，学生发现新制的氯水，即使通过大量的水进行稀释，仍

然会呈现较淡的黄绿色，而不是无色透明状。于是学生思

考，是不是氯水放的时间较长，导致氯水失去颜色？这次学

生将新制的氯水和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氯水进行对比，发现新

制的氯水呈淡黄绿色，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氯水呈无色透明

状。在进行性质验证时发现，新制的氯水具备着酸性和强氧

化性，而放置过一段时间的氯水没有强氧化性，更像被稀释

过的盐酸。

四、勾起兴趣，自主探索

在化学学科的教学中，学生最喜欢的就是实验课，因

为实验课程具备着较强的直观性，而且实验具备着说服力和

吸引性，学生在观看实验时，可以感受到化学课程的奇妙，

进一步引发学生探索的欲望，并且学生在操作时也会十分积

极。教师可以利用化学实验的优势，通过让学生进行体验、

自主设计来发展学生的能力。利用这种办法可以让学生在实

操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到疑点，以此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并进一步深化学生的探究能力。

例如，在学习“碘的提取”的实验处理上，教师可以让

学生就自己掌握的内容几人一组设计“海带取碘”的实验。

在大部分的实验活动中，主要是通过教师的演示让学生观

察，再让学生实践，这种方法虽然也能发展学生的能力，但

无法深化学生的能力。通过让学生进行自主设计，更有利于

培育学生的探究能力，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学生的化学思

维。在小组合作中，某一小组将实验用的海带晒干后灼烧，

再将海带灰进行充分浸泡，获取海带灰的悬浊液，在过滤后

将含碘离子的溶液利用二氧化锰、稀硫酸进行处理，获取含

碘水溶液，在提取碘后形成含碘苯溶液，最后通过蒸馏获取

单质碘。通过询问，学生表示之所以选择使用苯进行提碘，

主要是苯与水并不相容，12在苯中的溶解度要大于水。在小

组思考的过程中，这个方案得到了一致同意，而且在实验过

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启发上，询问小组是否验证液体中

含有单质碘？该小组在思考后，选择少量提取12后的水溶液

放置于试管中，又加入了淀粉溶液，发现溶液未呈现蓝色，

说明取碘后的水溶液中不含有单质碘。

五、实践体验，深度理解

实验课程具备着趣味性，而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实现

利用实验进行启发，并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进行发展，是

教师要思考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意识到，只有学

生对化学本身产生兴趣，这时再通过创设实验内容引发学生

思考，才有利于学生进行探索，以此才能在实践体验的过程

中，让学生通过亲自动手，实现对化学知识进行深度把握，

在理解知识的同时真正掌握知识，最终应用知识。

例如，在“Fe2+和Fe3的鉴别”实验中，选用氢氧化
钠和硫氰化钾进行对比，通过观察，学生发现二价铁离子

溶液呈现浅绿色，三价铁离子溶液呈现棕黄色。在加人氢

氧化钠后，二价铁离子溶液出现白色沉淀物，然后迅速变

灰绿色，最后呈现红褐色，而三价铁离子则会立即产生红

褐色沉淀物。在加入硫氰化钾后，二价铁离子溶液没有明

显的变化，而三价铁离子溶液逐渐变为血红色。这个实验

很快抓住了学生的兴趣，并且通过形象的对比，学生能很

快识别出什么是二价铁离子，什么是三价铁离子。为了发

展学生的能力，深化学生的理解，询问学生是否可以通过

其他方式鉴别二价铁离子和三价铁离子？学生在思考后，

询问教师，二价铁离子与三价铁离子都与铁有关，是否能

通过使用与铁相关的材料来验证哪个是二价铁离子？哪个

是三价铁离子？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小组选择使用铁丝作

为实验的材料，部分小组选择使用铁粉。使用铁丝的小组

在实验后未发生明显变化，而使用铁粉的小组发现铁粉不

溶于二价铁离子溶液，但是在三价铁离子溶液中，铁粉不

仅溶解了且三价铁离子溶液会从黄色变成浅绿色。学生纷

纷表示惊奇，教师可以从这里人手，讲解相关的知识，并

让学生进行探索，找寻其他的方式来鉴别二价铁离子和三

价铁离子，再让学生进行分享，讲清其中的化学原理。比

如，有的小组发现氢氧化钠是一种碱性溶液，猜测其他碱

性溶液也可以分辨二价铁离子和三价铁离子。选取了氢氧

化钾溶液和氨水进行实践，发现这两种溶液也可以让三价

铁离子生成红褐色的沉淀物。而二价铁离子会生成白色沉

淀物，并立即转变为绿色，最后才会变成红褐色。
总结

在高中阶段，化学学科的实验课程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教师必须要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效使用“启发一探究”

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加深学生对实验操作的

认识，进而培育学生的化学综合素养，让学生真正爱上化学。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