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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实践与反思，结合案例对化学实验教学中“友情提醒”的实施策略进
行了研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友情提醒”，一要有实践理性，二要有伦理，三要有艺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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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是一种教学行为，教师主要以“告诉”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信息，是“单向
传输”；“友情提醒”是一种主观愿望，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期望，表达了教师的友
好和热情；“友情提醒”是一种外部事件，是学习的外部条件，是为了影响学生学习的内
部过程，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从时间来看，友情提醒包括实验前的铺垫（如通过创设
情境产生的友情提醒）、实验中的指点（如在引导、启发、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友
情提醒）和实验后的点评（如在分析、评价、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给予的友情提醒）等；从
内容来看，友情提醒涉及实验目的和原理、实验装置和药品、实验操作和方法、实验现象
和结论以及实验注意事项等；从内容的呈现形式来看，大致可分为叙述型、填空型和表
格型３种；从内容的表达方式来看，有口述的（如通过语言提醒的），也有书面表达的（如
写在学案上或课件上），还有通过动作、手势、眼神、表情、实物、图片和视频等来提醒的。
“友情提醒”实施策略多种多样。

　 　 １　 “友情提醒”要有实践理性

什么是实践理性？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实践主体使自己的实践有效的能力，实践理
性既关注行为的正确性，又强调价值标准的普适性。

［案例１］氢氧化铝的制备与性质教学片段
活动探究：你能利用课桌上已有的试剂制备少量氢氧化铝吗？你选用的是什么试

剂？为什么？
实验１：取２ ～ ３ｍＬ Ａｌ２（ＳＯ４）３溶液，分别向其中逐滴滴入氨水和氢氧化钠溶液，注

意观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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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Ｔ展示实验操作图片，而且注明了现象，下同，略）
实验２：分别向所制的Ａｌ（ＯＨ）３中滴加盐酸和ＮａＯＨ溶液，注意观察现象。
［点评］在活动探究中设计的问题较好，具有较好的引导性和启发性，有效激发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诱发了探究的欲望。老师试图引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实验习惯，学习规范操作，从而有效掌握学科知识和实验技能。但是，学生实验
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不够，学生实验时的“友情提醒”不妥，ＰＰＴ展示的内容限制了学生的
操作和思维，学生缺少更多的体验和意外收获，从而也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本课中实验
的具体内容可以省略，实验可加强引导和启发，让学生自主体验和探究，ＰＰＴ展示的内
容可在实验后进行集体点评，引导学生相互评价和自我反思等，则学生的发展会更好。

［案例２］电解的原理及应用教学片段
电解池的构成要素：①直流电源②电解质溶液③闭合回路

④阴极与电源负极相连，阳极与电源正极相连。
电解过程中的变化：⑴电子流向：阳极→电源正极，电源负极

→阴极⑵阳离子→阴极，阴离子→阳极⑶阳极—氧化反应，阴
极—还原反应。

实验探究：用石墨电极电解ＣｕＣｌ２溶液
实验药品和器材：ＣｕＣｌ２溶液、石墨电极、直流电源、淀粉ＫＩ试纸、ＮａＯＨ溶液。
友情提醒：⑴Ｃｌ２是有毒气体，在Ｖ型管出口用一团棉花堵住，后滴上一滴ＮａＯＨ溶

液。
⑵电压选择１０ｖ，观察到实验现象就及时关闭电源。
［点评］本课中值得研讨和改进的地方主要有：一是实验前对实验原理的友情提醒

时机不妥，学生缺少体验、猜想、讨论和解释，不利于学生通过实验来主动构建学科知识
和提高学习能力，已知结论的实验探究成为了验证性实验，成为了“伪探究”；二是实验
前用图片提醒实验过程，限定了装置，规定了操作等的实验，使学生成为了“操作工”。
本课中实验条件的控制、实验装置的选择、实验现象的观察、实验原理的分析以及氯气
的生成和处理等问题，教师可以弹性而又精心预设，以问题促进学生的思维，以活动促
进课堂的生成，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分析、归纳和总结，以避免不必要的提醒和虚情假
意。

从教学的最终目标（终身专业化的学习）来看，学生要能够终身不断地独立学习，就
必须成为一个自我监控学习者，既具备专业学习技能，又具备促进学习的自我控制能力
和较强烈的学习动机。［１］从学科的特点来看，“化学是实验的科学，只有实验才是最高法
庭”（傅鹰）。实验是学习化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解决生活和生产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的重要途径。实验要发挥其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化学变化的过程需要学生主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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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主探究，“适当的仪器装置和必要的安全措施、合理的实验步骤和规范的操作技
术”［２］需要学生主体参与和理解，而不是机械地传授。

　 　 ２　 “友情提醒”要有伦理

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与准则，人们往往将伦
理看作是对道德标准的寻求。教育伦理贯穿在教学中每一个过程，它界定着教师在教
学中的伦理地位，它不仅使教师在教学中尽心尽力地去关爱学生，同样也使教师为了职
业的尊严和荣誉不懈地奋斗。事实上，“友情提醒”中存在着“人伦关系”和“道德现
象”，教师责任的缺少、品质的缺陷以及经验的缺乏等常常易使教师伦理地位的缺失，不
利于师生生命力量的表达和生命潜能的开发。

［案例３］镁的性质教学片断
【新闻链接】工厂失火大雨越浇越旺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７日上午９时许，某市某地区某厂堆放的废料起火燃烧，消防人员一

度将火势控制，但却因暴雨的浇淋使得大火一度失控。记者接报后，马上赶到现场。现
场消防队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初步估计火源来自该厂露天堆放的金属废料，其中主要成
分是镁合金。经过近１个多小时的扑救，火势逐渐被控制下来，但突然下起了倾盆大
雨，首轮扑火行动被迫中止，而雨水也从窗户渗到了厂内。在厂房底层堆放的镁合金也
开始遇水反应，燃起明火，雨越下越大，而火势也是越来越大，原本厂房外已经受到控制
的废料堆再次冒起明火。现场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现场的指挥和扑救人员都用湿
毛巾捂住鼻孔进行扑救。

【合作学习】
实验１：取一根镁条，用砂纸打磨掉表面的一层膜，观察金属镁的外观。取一小段放

入试管中，再加入一定量的稀盐酸，观察现象。
实验２：从广口试剂瓶中取２片打磨好的镁条放入一支试管，加入少量水，滴入２ － ３

滴酚酞，加热煮沸，观察现象。
实验３：取一根打磨好的镁条，用坩埚钳夹住，在酒精灯上点燃，伸入盛有二氧化碳

气体的集气瓶，观察现象。
［点评］本课中创设教学情境，在学生实验前给予较多的“友情提醒”，引导学生关

注社会，阅读新闻报道，发现学科知识，通过合作学习（实验）来验证镁的性质。听课时，
笔者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老师有声有色的讲述，似在向学生倾诉镁合金的“罪过”，让
学生从画面中真实地感知化学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让学生通过实验为镁合金的“犯
罪”找到了证据；二是学生开展的合作学习（实验），尽管动作不太连贯，也不太规范，却
似在做三节“广播操”。化学教师伦理地位的缺失让人心痛，“乱伦无理”现象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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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虑，化学教师有责任和使命给学生充分展示化学学科的价值和魅力，如“化学反应速
率”一课的引入（友情提醒）：化学反应有快有慢，神七点火天地惊艳，溶洞万年终成奇
观，历史回放光芒夺目（与化学反应速率相关的诺贝尔化学奖）。

从教育的终极价值（培育健全的精神人格）来看，教育的终极价值是帮助和促进人
的精神的完满发展，促进心灵的丰盈和健全；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教育良知，具
有对教育终极价值的理解，具有对于好的教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不断追求教育的终极
价值的实现。［３］因此，笔者认为，友情提醒成为教学“应当”，应体现“化学是一门中心的、
实用的、创造性的科学”的价值导向，体现新课程“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理想要求。

　 　 ３　 “友情提醒”要有艺术性

李政道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
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教学是科学又是艺术，教学既要准确无误、严谨细致，又
要有感染力、生动形象、灵活而富有变化。笔者认为，教师要加强对教学的科学理解和
艺术审美，要努力以科学的方法来达到艺术的境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给学生以“美”
的感受和享受，如果教师对教学的艺术性研究不足、关注不够、认识不到位，那么“友情
提醒”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在意料之中，却在情理之外。

［案例４］碳酸钠的性质教学片段
现有Ａ和Ｂ两瓶固体，请你设计实验，区分Ａ和Ｂ何者为Ｎａ２ＣＯ３，何者为ＮａＨ

ＣＯ３？
实验１：用ＰＨ试纸测相同物质的量浓度的Ａ和Ｂ溶液的ＰＨ值。
实验２：向两支试管中加入等量Ａ和Ｂ固体，分别向其中各加入等量（１毫升）稀盐

酸。
实验３：分别加热两种固体Ａ与Ｂ，检验反应产物，或称量反应前后的质量差。
［点评］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思考、交流和讨论，引导学生从物质鉴别的

角度、运用比较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碳酸钠的性质。老师对教学有科学的要求而少艺
术的处理，实验内容给学生以太多的提醒，实验的设计偏重于教师的理解（如相同物质
的量浓度、等量及称量等），要求学生去仿照和操作，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不够，知识变化
过程和学生的思维发展过程展开得不充分，师生对方案的优化和选择研究得不充分，教
学未能很好地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未能将学生的思想引向深入。

［案例５］钠的性质教学片段
回顾：回忆金属钠与氯气反应时观察到的实验现象。
实验１：将钠放在空气中和将钠放在坩埚中加热时的实验现象，两者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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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将一小块金属钠投入一只盛有水的小烧杯中，猜想可能有什么物质生
成？设计方案加以验证。

实验２：向一只盛有水的小烧杯中滴加几滴酚酞溶液，然后投入一小块（约绿豆粒般
大小），观察实验现象。

友情提醒：⑴注意安全：钠的取用用镊子，钠表面煤油要用滤纸吸干，切割在滤纸或
玻璃片上进行，剩余金属钠全部放回试剂瓶，钠在坩埚中加热时请将头远离坩埚。⑵前
后四人组成一小组，其中两人操作，一人记录，一人准备汇报。

［点评］将氯气和氧气的性质进行比较，引导学生从结构分析性质，从已知到未知，
从猜想到实验；设计对比实验，便于学生理解反应条件不同，反应现象不同，反应产物也
不同的化学观念；设计问题，给学生猜想的机会，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引导学
生从理论分析到实验探究，从实验现象到结论和解释，有效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老
师细心而又耐心，“友情提醒”涉及到人身安全、实验操作和角色分配等多个方面，体现
了个人的风格，教学的艺术性需要加强，如实验安全可以用问题来引导、启发学生思考
和分析，多问“为什么？”和“怎么办？”等，又如角色分配不能限制太多，事实上，学生在
实验时应该有多重角色，或操作、或记录、或观察、或汇报等，学生有充分的自由和发挥
的空间。

如上的案例举不胜举，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笔者在常州市北郊中学上了１节市级公
开课（课题为铁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和应用），对“友情提醒”有了积极的探索，本节课中
学生至少有３次实验探究的机会（教师让学生做完实验、补做实验和重做实验），一是探
究检验Ｆｅ３ ＋和Ｆｅ２ ＋的方法，二是探究Ｆｅ２ ＋转化为Ｆｅ３ ＋的条件，三是探究Ｆｅ３ ＋转化为
Ｆｅ２ ＋的条件。教师在学生第１次实验前对怎么做未给予任何提醒，让学生自主探究和
合作探究；学生实验时，教师巡视、观察、记录，实验后点评（提醒），侧重于学生实验时存
在的问题，对怎么做给予了明确的要求。在学生第２次实验时进行了个别指导（提醒），
实验后也进行了点评（提醒），侧重于学生实验改进的情况，让学生明确如何做得更好。
在学生第３次实验后进行了总结，肯定学生的进步，激励学生的发展，笔者发现学生比
较乐意接受且学得愉快。从新课程的要求来看，“教的本质在于引导，引导的特点是含
而不露，指而不明，开而弗达，引而不发；引导的内容不仅包括方法和思维，同时也包括
价值和做人。”［４］

综上所述，“友情提醒”要视“情”而定，视“机”而动，视“人”而行，从科学走向艺术。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友情，少一点干涉、多一点信任，少一点要求、多一点期盼；化学教师
要真正成为学生的朋友，如高尔基所说“最好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能与你默默相
对且又息息相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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