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实验过程中的“五会六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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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过程中，常常伴髓着某些鲜明的现

象，如发光、发热、发声、沉淀的生成和溶解、气体

的逸出和吸收、体积的膨胀和缩小、颜色的骤变和

消失、晶体的生成和转化等，具有瞬息多变，色彩

明快的特点。这种丰富多彩的变化，不仅准确地

反映出自然界物质间相互反应的科学规律，而且

会使我们产生科学美的直观感觉，鉴赏到化学变

化之美。而化学实验的目的是获取化学知识或探

求物质内部化学变化的规律，这就需要在欣赏实

验的同时还必须全面观察、详细记录，然后再对观

察和记录的实验现象、结果和数据进一步分析和

处理，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

就需要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做好以下两点。
一、把握“五会”
1． 会看

是指要学会观察实验现象。只有观察到的现

象全面、准确，才能为进一步的实验现象分析提供

足够的“营养”。观察时分别从变化前( 物质的颜

色、状态、气味) 、变化时( 物质发生的主要现象，

如有什么颜色、什么气味的气体生成，什么颜色的

沉淀生成，生成什么颜色的溶液，是否发光、放热

等) 、变化后( 生成物的颜色、状态、气味等) 进行

观察，这样才能对实验现象看得准看得细，且还要

善于捕捉重点。如金属钠分别投入水和无水乙醇

中的实验，就应从:①钠的位置，②钠的形体变化，

⑧有无气体逸出，④钠的运动状态，⑤是否伴有声

音，⑥反应后溶液的颜色等方面去观察。不细心

的学生只注意到二者反应的剧烈程度不同，而仔

细的学生除此之外，还看到了金属钠一个在液面

上，一个在液面下，这样不用看书就能判断出金属

钠的密度比水小而比乙醇大。
2． 会听

指听取化学变化中伴随而来的各种声音，如

钠投入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3． 会摸

指变化过程中，利用触觉感知能量的变化，如

浓硫酸的稀释放出热量。
4． 会记

是指对一些重要的现象，一时不理解的思考

题等要快速记录下来，防止遗忘。如: 做温度对化

学平衡的影响实验———NO2 与 N2O4 的平衡实验，

可以记作“热深冷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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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盛有澄清石灰水的试管中。加热试管，片刻

后可观察到试管 B 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而试管

A 中澄清石灰水无变化。通过实验证明碳酸氢钠

不稳定，受热易分解，而碳酸钠很稳定。利用此装

置既可以缩短实验时间，又可以增强对比性。
2． 简易制取少量气体 ( 密 度 小 于 空 气 的 气

体)

图 8

如图 8，在小试管中加入少量稀

盐酸，并加入少量锌粒，迅速将一大

试管套在小试管上。随着反应的进

行，慢慢将大试管提起，这样，可以

收集一试管的氢气。
3． 用于液封制取气体

如图 9，在一大试管中套入一小试管，并在大

试管中加入少量 CaCO3 固体，大试管加盖带有长

颈漏斗和活塞的胶塞，并将长颈漏斗的末端伸入

小试管中。制取 CO2 时，通过长颈漏斗加入适量

稀盐酸，并打开活塞。关闭活塞，长颈漏斗中的液

图 9

面上升。这样，既防 止了

气体的外出，又节省了试

剂。
总之，利用现有资源，

开发仪器功能，既有利于

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又可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

兴趣，更能培养师生的化

学科学素养，达到了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
( 收稿日期: 2015 － 06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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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分析总结

指将观察到的现象和实验事实进行思考，概

括总结规律。如: 盛 NO2 和 N2O4 混合气体的容

器在热水中颜色加深，其原因是平衡向吸热反应

方向移动。善于思考的学生，由此不查课本便推

断出: 2NO2 ( g 幑幐) N2O4 ( g) 的正反应是放热的。
这不但对平衡原理加深了理解，同时也避免了对

知识的死记硬背，从而提高了灵活运用知识的能

力。
二、现象描述“六忌”
1． 切忌把生成物的名称当作现象

即使知道生成物是什么，也不宜直接描述出

来。如硫黄在纯氧中燃烧的实验现象是: 发出明

亮的蓝紫色火焰，放出热量，有无色刺激性气味的

气体生成。不能描述为“生成二氧化硫气体”。
2． 切忌混淆概念

( 1) “烟”“雾”“气”互混

“烟”是由固体小颗粒分散在气体里形成的

分散系。通常燃烧的生成物是固态，或有未反应

完的固体微粒，则可观察到“烟”。例如，铜在氯

气中燃烧产生棕黄色的烟。
“雾”是液 滴 分 散 在 气 体 里 形 成 的 分 散 系。

通常燃烧时生成物是液体或易和水蒸气结合成液

态物质的，则可观察到“雾”。例如，HCl 气体在空

气中遇水蒸气形成白雾。
“气”是指气态物质，不易溶于水的无色气体

是看不见的，有颜色的气体是可观察到的，如液溴

易挥发出红棕色的溴蒸气。
( 2) 发光与火焰

“发光”是燃烧时不能变为蒸气的固体物质

微粒被灼烧的结果。如镁条在空气里燃烧发出耀

眼的白光。
“火焰”是可燃性气体物质燃烧时所发生的

现象。某些固体( 如硫、磷等) 或液体( 如酒精、汽
油等) 可燃物，在燃烧时也都是首先变成蒸气，再

燃烧，因而也有火焰。例如，氢气在氯气中燃烧产

生苍白色火焰。
( 3) 无色与白色

从光学角度分析，当复色光线( 即白光) 全部

通过物质时，该物质显“无色”，它一般用于固体

的颜色，也可用于说明液体、气体的颜色，如纯净

水是无色液体。当复色光线照射物质，全部被反

射时，该物质显“白色”，它只说明固体，如小苏打

是白色粉末。
( 4) 沉淀与浑浊

习惯上把溶液浓度较大，沉淀量较多时，描述

为生成“沉淀”，反之描述为“浑浊”。例如，在浓

的 Na2SO4 溶液中滴加浓的 AgNO3 溶液时有沉淀

生成，而在稀的 Na2SO4 溶液中滴加稀的 AgNO3

溶液，则该体系变浑，描述为“浑浊”。
3． 切忌支离破碎

只注意生成物的出现，而忽视反应物的消失;

只注意物质的变化而忽视能量的变化等都是不全

面的。为了避免此情况的发生，可先将有关的化

学方程式依次写出，然后再对各物质的外观特征

及反应物、生成物的变化情况逐一描述，这样就能

得到完整的现象描述。
4． 切忌语言的不准确性

有的学生在描述实验现象时，用词不准确而

让人莫明其妙。例如，将锌粒放进盛有稀硫酸的

烧杯中，有的学生描述为“看到锌粒化了，有气生

成”。此 处 的“化”和“气”的 用 法 不 当。因 为

“化”有多层含义，可有“溶解”、“熔化”、“融化”
等意思。到底指哪种让人难以理解。另外“气”
以什么形式放出，根据什么现象判断出来的，没有

说明，应改为“看到锌粒逐渐溶解，有无色气泡逸

出”。
5． 切忌本末倒置

在描述过程中违反科学性的叙述而出现本末

倒置。例如，在碱性溶液中滴加紫色石蕊试液时，

其现象描述为“石蕊试液能使碱液变为蓝色”，这

是不对的，应描述为:“碱液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

为蓝色”。
6． 切忌脱离实际

由于习惯，把没有进行的附加实验描述进去。
如木炭在氧气中充分燃烧，没有增加向燃烧后的

瓶内倒进澄清石灰水的实验，这样现象应描述成

“发出白光，放出热量，生成一种无色气体”。不

能描述为“发出白光，放出热量，产生能使澄清石

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 收稿日期: 2015 － 05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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