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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有效路径

摘　要：新高考背景下，化学实验教学成为高中化学教师的重要任务。

化学实验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巩固化学知识，加强化学理论学习，还能激发学

生的实验探究欲。有效的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是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关

键举措。基于此，本文从实际情况出发，首先阐述了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

实验教学的价值，分析了提升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有效性的要素，最后有针对

性地提出了提升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有效性的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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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对高中化学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特别是化学实验教学。新高考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

创新思维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化学实验教学标准。

纵观高中化学教学现状，在科学探究意识的激发、

实验操作规范性方面，依然有改进的空间。教师更

需要基于新高考导向，探究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改

革策略，为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一、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价值 

（一）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多维思维

化学实验具备实践与理论双重特性，其实践

维度要求学生运用化学实验工具或设备，遵循特

定的操作步骤来执行实验任务；从理论上讲，实

验流程包括搜集实验数据、制订内容计划以及撰

写实验报告。实现既定目标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

抽象与逻辑推理能力，熟练处理实验设计，准确

理解化学理论，解析实验变量及其反应条件，这

些技能与高考考核标准高度一致。在此背景下，

学生通过自主操作滴定管，结合化学反应的动态

过程，逐渐形成知识应用能力，还能促进其逻辑

思维能力的发展 [1]。同时，学生在化学实验教学中，

可以在理解反应原理和实验数据后，自主操控变

量实验或对比实验，从中获得发展思维、探究思

维等能力的发展。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着重实践操作，学生基于

对物质性质的理解和反应机理的认知，通过验证化

合反应和离子鉴定等具体知识，强化学习效果，深

化记忆。例如中和滴定实验需要精准控制试剂用量，

焰色反应需规范操作流程。这种实验教学模式能帮

助学生在操作中建立“量”的概念，巩固化学计量

计算能力，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知识本质，学生通

过观察实验中的颜色变化及气体生成等现象，能够

建立起宏观现象与微观机制的关联性认知，同时，

形成实验安全意识，了解规范化操作的重要性。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化学作为研究物质组成与变化规律的学科，

其发展史本质上是通过实验突破认知边界的过程，

从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到绿色合成工艺的创新，均需

经过严谨实验验证。新高考中物质制备方案设计、

工艺流程优化类试题占比显著提升，这对学生的创

新思维与迁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教师可

借助银镜反应、原电池设计等探究性实验，引导学

生发现异常实验现象，激发创新意识；另一方面，

将新型催化剂研发、碳中和技术等前沿成果融入教

学，通过模拟工业制备实验拓展思维维度，为培养

具有创新能力的化学人才奠定基础。

二、新高考背景下提升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有

效性的要素分析

（一）改进高中化学实验硬件设施

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依赖充足的硬件资源作为

支撑。学校需基于国家教育政策，优化实验条件，

增加实验设施投资，以契合高考对实验教学的标准。

为满足高中化学教学及实验要求，需配置必要设备，

包括酒精灯、试管、量筒、pH 试纸、滴定管及电

子天平等，以创造适宜的实验条件。学校应根据具

体需求，周期性地对实验设备实施维护与保养，设

立专属化学实验室，并强化环境的维护与修缮工作。

此外，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构建智能化、

专业化与情境化的化学智能实验室，以支撑高中化

学实验教学的顺利实施。例如：实验室中集成多媒

体设施，运用视频、动画及虚拟仿真工具演示风险

实验（如浓硫酸稀释过程、气体爆炸模拟）与精细

操作（如滴定技术、结晶提取），旨在使学生直观

掌握原理，增强实验教学效能。

（二）明确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目标

新高考背景下，教师在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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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围绕具体目标进行设计，确保学生通过实验形

成科学探究能力，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教师

需结合化学课程标准，基于高考对实验能力的考查

要求，明确实验题型的关键考查点（如实验方案设

计、现象分析、误差解释），并以此制定教学目标。

一方面，需强化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例如规范使

用仪器（如移液管、容量瓶）、准确记录数据、分

析实验结果。学生不仅需掌握实验步骤，还需在实

验前提出探究问题（如“浓度如何影响化学反应速

率”），设计验证方案，最终通过实验得出结论。

另一方面，需注重培养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意识。

例如：在“污水处理模拟实验”中渗透环保理念，

在“易燃试剂操作”中强调安全规范，引导学生形

成严谨的实验习惯和正确的学科价值观。通过多维

目标的设定，帮助学生明确实验研究方向，提升探

究质量。 

（三）科学制定高中化学实验标准

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有效开展需以规范的操

作标准为支撑。为适应新高考对实验能力的要求，

需立足教材内容（如“物质的量浓度溶液配制”“原

电池原理探究”），结合学生实际水平，制定分层

次的实验标准。例如：基础实验（如酸碱中和滴定）

需明确步骤细节（如检漏、润洗、终点判定），探

究实验（如影响分解速率的因素）需规定变量控制

与数据分析方法。同时，教师可参考近年高考实验

真题（如2023年全国卷“沉淀转化实验分析”），

提炼考查重点，将其融入实验设计。例如：在“钠

与水的反应”实验中，从现象观察、反应方程式书

写到安全注意事项，均需设定明确规范。通过标准

化指导，学生能够更高效地掌握实验核心要点，减

少操作失误，提升学科关键能力 [2]。

三、新高考背景下提升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有

效性的策略

化学被视为高中阶段的基础学科，涉及化学

原理、知识和性质等内容，学习这些内容离不开化

学实验的支持。所以，高中化学教师不仅要做好知

识讲解工作，更要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和科学探究

能力。引导学生在化学实验情境中深化概念认知，

明确物质转化原理，在自主实验设计中，发展拓展

和实践创新能力。具体操作如下：

（一）创建实验情境，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提高实验教学质

量与效率，需通过情境创设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使其主动参与实验设计与分析。传统教学模式偏重

教师演示，学生操作机会有限，导致实验过程流于

形式，难以深入理解反应本质。因此，教师需优化

实验教学模式，以学生动手实践为核心，通过真实

情境增强实验代入感 [3]。

以苏教版必修一“钠的性质探究”实验为例。

该实验聚焦金属钠与水反应的剧烈现象及产物验

证，器材需求简单（如镊子、滤纸、酚酞试液等），

适合开展分组探究。教学时，可创设“消防员如何

扑灭金属钠火灾”的实践情境，引导学生思考钠的

性质与灭火方法的关系。实验中，学生需完成以下

任务：①用镊子取绿豆大小钠块，吸干煤油后放入

水槽；②观察反应现象（熔化成小球、嘶嘶声、溶

液变红）；③收集气体并验证为氢气；④讨论钠保

存方法及事故处理措施。通过“现象观察—原理分

析—实际应用”的递进设计，学生既能掌握钠的化

学性质，又能理解实验结论与生产生活的联系。再

如苏教版选修四“铁离子检验”实验，教师可结合

“水质检测员”职业情境，提供含 Fe3+ 的待测水样，

要求学生设计检验方案。学生需自主选择试剂（如

KSCN溶液）、规范操作（胶头滴管垂直悬空添加），

观察溶液颜色变化，并撰写检测报告。这种情境化

教学能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实际问题解决方案，显著

提升实验参与度。

（二）以问题为导向，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

新高考背景下，教师需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

生基于证据推理的科学思维，使其能系统分析化学

反应本质与规律。化学原理（如勒沙特列原理、氧

化还原规律）均需通过实验现象推导得出。教师应

设计阶梯式问题链，引导学生在“假设—验证—结

论”的闭环中构建认知体系，强化逻辑推理与批判

性思维能力。 

以苏教版必修二“催化剂对过氧化氢分解速

率的影响”实验为例。教师可设计问题链：①不

同催化剂（FeCl3、MnO2、生物酶）的催化效果有

何差异？②催化剂用量是否影响反应速率？③温

度变化会改变催化效率吗？实验前，学生分组讨

论提出假设（如“MnO2 催化产气速率最快”），

利用注射器定量收集氧气、秒表计时等方法验证

猜想。通过对比单位时间内气体生成量，学生可

归纳出“催化剂种类是影响速率的关键因素”等

结论。实验后延伸讨论：医用双氧水消毒时为何

产生气泡较慢？如何通过实验优化伤口处理方

案？这种问题驱动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从现象到

本质的推理能力。再如苏教版选修四“浓度对化

学平衡的影响”实验，教师可设置探究问题： 

①向 K2Cr2O7 溶液中滴加浓硫酸，溶液颜色如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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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②加入 NaOH 溶液后为何颜色恢复？③如何通

过实验证明浓度改变确实引起平衡移动？学生通

过观察橙红色（Cr2O7
2-）与黄色（CrO4

2-）的相互

转化，结合比色卡定量分析浓度变化，最终理解

勒沙特列原理的核心逻辑。实验创新点：引入数

字化传感器（如 pH 计、分光光度计）精确测定数

据，增强结论说服力。通过层层设问与实证分析，

学生逐步形成“宏观现象—微观解释—符号表征”

的化学思维模型。

（三）创新化学实验，深化科学探究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需强化学

生自主设计实验、优化方案的能力，通过变量控制、

对比分析、结论迁移等环节，培养严谨的科学探

究素养。教师应基于教材基础实验（如“酸碱中

和滴定”），通过材料替换、条件优化、装置改

进等方式拓展探究维度，引导学生在实证中理解

学科本质 [4]。 

以苏教版必修一“Fe3+ 的检验方法”实验为例。

教材采用直接滴加 KSCN 溶液法验证 Fe3+ 存在，教

师可创新设计：①提供含 Fe2+、Fe3+ 的混合溶液，

要求学生设计分离检验方案；②对比不同显色试剂

（如 KSCN、NaOH）的灵敏度差异；③探究溶液 pH

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学生通过分组实验发现“先

加H2O2 氧化Fe2+，再加KSCN溶液显色”的优化路径，

并延伸讨论“如何检测补铁剂中的铁元素形态”。

若实验出现异常（如溶液未变红），则引导学生回

顾试剂添加顺序、氧化剂用量等变量，培养误差分

析与方案迭代能力。 再如苏教版选修四“原电池

创新设计”实验，突破教材（铜锌—稀硫酸模型）

限制，提供柠檬、土豆等生物材料替代电解液，或

探究不同金属电极（镁条、铅笔芯）的电流输出效

能。学生通过多组对照实验总结“电极活性差异与

电解质导电性是决定电池性能的关键因素”，并尝

试解释“为什么水果电池无法持续供电”。这种开

放式探究将知识应用与实际问题解决结合，切实提

升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

（四）联系生活实际，增强社会责任感

新高考背景下，化学实验教学需强化学科价

值与社会应用的融合，通过真实问题解决（如环境

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引导学生理解化学知

识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教师应挖掘教材实

验的生活延伸点，在“现象观察—原理分析”基础

上增加“社会影响评价”环节，促进学生形成科学

伦理观与公民责任感。 

以苏教版必修一“水体中氯离子的检测与处

理”实验为例。教师可设计情境任务：①采集校

园池塘水、自来水、雨水样本；②使用硝酸银溶液

检测氯离子浓度；③对比《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分析水质安全。实验中发现池塘水氯离子超标后，

延伸探究“如何用化学沉淀法（如加 Na2CO3）降低

氯离子含量”。学生通过绘制处理方案流程图、

计算试剂投放量，理解工业废水处理的科学原理。

实验总结阶段，可讨论“含氯消毒剂对生态环境

的双刃剑效应”，引导学生辩证看待化学技术进

步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再如苏教版选修四“食品

中铁元素含量测定”实验，教师提供补铁剂、菠菜、

动物肝脏等材料，要求学生用比色法测定铁含量，

对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饮食建议。通过

分析“缺铁性贫血人群的营养干预方案”，学生

既能掌握分光光度计使用方法，又能深刻体会“定

量分析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价值”。这种教学

策略使知识习得与责任意识培养同步实现 [5]。

结束语

新高考改革对化学实验教学提出更高要求，

教师需以“素养导向、生活关联、创新实践”为

核心，通过情境创设激活探究兴趣、问题链设计

发展科学思维、实验改良深化探究能力、社会责

任渗透强化学科价值，构建四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实践中应充分挖掘苏教版教材实验的拓展空间，

将“溶液配制”“物质检验”等基础实验与能源

开发、环境保护等现实课题有机结合，使学生在

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

真正实现“知能并重、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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