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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变量控制” 策略的初中化学实验探究

◆吴艳凤

(广西梧州市藤县太平镇第三初级中学, 广西 梧州５４３３１４)

【摘要】实验是化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实验教学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化学教学的最终效果.现代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

展,化学实验教学也应践行素质教育要求,积极探索科学的教学方法.基于“变量控制”策略的初中化学实验通过对变量

的控制来探究事物的影响因素,对于培养学生的化学学科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变量控制”策略的概念

和教学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应用“变量控制”策略的化学实验探究专题课进行了设计,并对具体的教学效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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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即实验过程中所应用的方式方法，具体而言，

通过对相关条件的控制来探究因实验导致的结果以及实验的

具体过程。 相较于自然观察法，实验方法突破了自然条件

的限制，可以使实验结果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是主动获取

实验数据的重要方式。 实验方法训练是各门自然科学教学

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学科素养的关键举措。

１　控制变量与变量控制

“控制变量”与“变量控制”是两个不同概念，二者均

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因此时常会被混淆。 基于“变量控

制”策略的初中化学实验研究，首先要明确具体的概念。

在科学试验中，常量是指始终不变的量，变量是指能够取不

同值的量。 变量又包括控制变量、自然变量以及因变量，

除前者之外，后两者均属于实验变量。 控制变量也被称为

额外相关变量，实验过程中通常会对控制变量采用针对性的

控制措施，借助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将控制变量对实验过程以

及最终实验结果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化学实验过程中如果

涉及多个自变量，便会涉及“变量控制”，通过对相关变量

的针对性控制来让其中一个自变量发生变化，其他自变量保

持不变，以便更好地呈现实验结果，最后综合考虑各自变量

的最佳值构建合理的实验方案。 这种变量控制的策略即

“变量控制”策略。 由此可见，“控制变量”与“变量控

制”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后者可以减少对实验结

果的影响，前者则是制定科学实验方案的重要方法。

２　“变量控制”策略的教学意义

化学教学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教学中要引导

学生提出问题并进行假设，在此基础上制定计划并进行实

验，通过实验验证假设、得出结论。 在此过程中，帮助学

生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发展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培养学

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变量控制”策

略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化学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促进学生

的综合能力提升。 除此之外，“变量控制”策略的应用还有

助于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

“变量控制”策略相对比较简单，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和应用。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会涉及大量的多因素问题，如

探究金属活动性、铁生锈的条件等，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均

可以借助“变量控制”策略。 应用“变量控制”策略能够将

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相对简单的问题，将复杂的问题通过变量

控制的方式转化为相对简单和单一的问题，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接触到控制变量的方法，但

在化学学习中应用控制变量方法相对难度较高。 在化学学

习过程中有的学生不会迁移应用，影响其学习效果与效率。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设计并开展应用‘变量控制’策略

的化学实验探究专题课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和应用“变量控

制”策略，促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提升学生学

习水平和效果。

３　应用“变量控制”策略的化学实验探究专题课设计

３．１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指引、教学的方向，关乎着教学的质

量和效果，因此，明确教学目标至关重要。 本专题的教学

目标为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变量控制”策略并把握策略要

点，能够结合实验需求合理应用“变量控制”策略，包括方

案的制定以及方案的执行等。 除此之外，还需要学生结合

实验过程以及实验结果得出正确结论，即应用“变量控制”

策略解决实际问题。

３．２　重点与难点

专题课教学重点包括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方案的执

行，以及执行过程中数据的收集、分析，并得出正确的结

论。 专业课的教学难点为自变量的确定、自变量变化幅度

的确定、最佳顺序的确定等。

３．３　教学过程

３．３．１　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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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究过氧化氢分解速率影响因素为例阐述“变量控

制”策略的基本步骤，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相应步骤探究其他

化学问题，引导学生进行知识迁移，提升其解决问题能力与

化学学科素养。 在此过程中锻炼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帮

助学生掌握并熟练应用“变量控制”策略，促进学生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具体而言，教学过程中首先明确研究目的，帮助学生了

解反应原理以及实验研究涉及的具体装置和操作原理等，在

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分析总结影响分解速率的自变量。 其次

引导学生分析总结影响分解速率的因变量，同时还要明确自

变量的取值，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的实验方案，并通过实验

来检验自变量取值是否合理，找出各自变量的最佳取值。

最后结合各自变量的最佳取值制定最佳方案，并借助实验的

方式加以验证。

３．３．２　特别措施

首先要帮助学生学会以实验的方式确定各自变量的取值

分布；其次要引导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准确记录实验数据，并

通过数据处理的方式获得正确的结论；最后帮助学生合理设

计探究方案，让学生具备独立进行实验探究的意识和能力。

在实验探究过程中，确定各自变量的取值分布是探究活

动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学生来说有一定的挑战，进而影响实

验探究的效果。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正确

的尝试，如在实验探究过程中可以先结合既定方案确定该自

变量两个相邻取值的差值，然后再借助实验检验的方式适当

调整差值。 通常情况下，差值与实验结果准确性呈反比例

关系，差值越小，实验结果准确性越高，但实验结果准确性

提高的同时也会增大工作量。 同时，差值过大同样不可

取，差值过大会导致实验结果产生较大的误差，影响实验结

果的准确性，因此应合理确定差值。

教学过程中，还要帮助学生进行实验数据的记录与处

理，这是实验探究的重要环节，关乎着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也是教学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有的学生不会记录和

处理实验数据，针对这种情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具

体的实验探究内容为学生制定相应的表格，帮助学生准确记

录和处理实验数据。 以氢气制备探究实验为例，教师可以

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记录表格(如表１所示)，帮助学生准确记

录实验数据。

表１　氢气制备探究实验记录表

实验

编号

锌的形状

(均取１g)

氢气的体积(mL)

(均收集３min)

硫酸的质量分数

(均取２０mL)

１ 锌粒 ３１．７ ２０％

２ 锌片 ５０．９ ２０％

３ 锌粒 ６１．７ ３０％

４ 锌片 ７９．９ ３０％

　　教学中还要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设计实验探究

方案，为此，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学习清单”，结合教学

内容设计相应的思考题与练习题，通过问题驱动的方式促使

学生深入探究和主动思考。

例如，A同学设计了图１所示实验，用于比较铜盐与铁

盐对 H２O２ 分解的催化效果。

图１　铜盐与铁盐对 H２O２ 分解的催化效果比较

B同学认为将药品 CuSO４ 改为 CuCI２ 更合理，请说明

理由。 除此之外该实验还有其他改进方法吗？

通过教师设计的“学习清单”，一方面可以促使学生主

动探究和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学生指明探究方

向。 学生按照教师的“学习清单”，能够确保探索方向的正

确性，有助于保障学生的学习效率与效果。

４　教学效果

４．１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初中化学实验教学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化学知识，锻炼

学生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化学学科核心

素养。 思维品质是化学核心素养之一，化学实验教学应注

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 思维品质的高低会影响学生的学

习效果和今后的发展，帮助学生提高思维品质是初中化学教

学的重要责任。 在本专题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发挥主导

作用，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探究方案并执行，在此过程中

锻炼学生的变量以及变量控制思维。 在实验探究方案实施

过程中，还需要学生对实验现象以及实验结果进行预测，这

些都能起到锻炼学生变量控制思维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思维品质。

本专题学习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学生掌

握扎实的基础知识，明确实验目标以及具体的操作，要综合

考虑试剂、实验步骤，而且还要具有探究意识与探究精神。

由此可见，本专题教学为学生创造了思维拓展的空间，在促

进学生思维品质提升的同时，可以加深学生对科学探究策略

与方法的认识。 随着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其通过实验探

究化学问题的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对于促进学生化学学科

核心素养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４．２　提升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在化学实验探究过程中，“变量控制”策略的应用可以

帮助学生明确哪些化学问题更具探究价值，进而使实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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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教学中首先要引导学生明确有探究

价值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究方案设计，通过设计和执

行实验方案来提升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在实验探究过程

中，学生不仅需要规范操作，而且还要准确记录和处理实验

数据，要对实验结果做出正确判断。 学习和探究过程可使

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得到锻炼与提升。

４．３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是化学实验教学的重要责任、重要

目标。“变量控制”策略的应用需要学生秉持实事求是原

则，积极探索事物本质，因此化学实验探究的过程可以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 在实验探究过程中，学生需要合理选择

需要控制的变量并实施变量控制，既能锻炼学生的探究能力

与操作水平，也能培养其科学精神。 另外创新是科学精神

的本质，基于“变量控制”策略的初中化学实验能够促进学

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化学创新活动。

４．４　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现代教育强调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化学教学也应注重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自主学习是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的

重要方式，基于“变量控制”策略的初中化学实验探究不仅

需要学生确定有探究价值的化学问题，而且由学生自主设计

实验探究方案，同时自主完成实验探究方案的执行。 整个

探究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可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

４．５　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教师应更多地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和

帮扶。 教学之初，教师精选案例进行示范；在学生能力素

养有所提升的情况下，教师应指导学生进行模仿探究；随着

学生的能力素养的不断发展，教师则可以让学生进行独立探

究。 教学应秉持循序渐进、由易至难原则，逐步增加化学

问题的难度，帮助学生逐步提升实验探究能力。 以“物质

溶解性的影响因素”这一探究活动为例，教学中应先引导学

生探究单因素变化情况，然后再引导学生探究多因素变化情

况。 该教学方式符合初中生的能力水平与认知特点，更容

易被学生所接受，可以更好地保障教学效果。

其次，要合理选择研究题材。 基于“变量控制”策略

的初中化学实验专题教学为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需要由

学生自主选择研究题材，在此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学生选择合

适的研究因素进行指导。 教学要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

如借助两个简单的对比实验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结合问题

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验探究课题。 这既能保证研

究题材的合理性，也能锻炼学生选择研究课题的能力。

最后，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 教学中教师

既要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也要注重指导学生规范操作、仔细

观察、认真记录、深入分析、全面总结。 要让学生同时观

察和记录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现象，并通过二者的对比分析得

出正确结论。

５　结束语

事物的特点包括质的特点与量的特点，而量又包括常量

与变量。“变量控制”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为了使一个自变量

发生变化而对其他自变量进行的控制，涉及的控制策略便是

“变量控制”策略，“变量控制”是制定科学实验方案的重

要方法。 基于“变量控制”策略的初中化学实验探究，能

够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探究能力，是培养学生化学核

心素养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

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变量控制”策略的教学意义，并积极探

索基于“变量控制”策略的实验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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