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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动手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当前中国教育全面
变革的主旋律之一。江泽民同志曾再三强调：“教育
应以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实验作为一种手脑并用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
基础教育与生产劳动的重要结合点，对于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实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因为：

一、实验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爱科学的
情感。从而使学生把学习知识变成精神上的享受和
需要。

二、实验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由于学生实
验在时间、内容、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 “灵活性”，
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范围内按自己的合理想法
实验或比较，他们的某些能力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好奇心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三、实验对学生智力发展和能力培养具有重要
作用。在实验过程中学生要正确理解实验原理，熟



练操作实验仪器，认真观察实验现象，深入分析实
验结果。因此学生在实验中，观察能力、操作能力
和思维能力都会逐渐提高。同时，学生在实验中要
安装和调整实验仪器，设计实验方案，测量和记录
数据，排除实验故障。在正确思维指导下，这些操
作过程不仅可以训练学生的实验技能和技巧，而且
也能使他们的创造能力得到发展。实验对培养创造
性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促进中学生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提高其动手能力，我们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实
验教师精心编撰了此书。书中引用了许多优秀教师
的教学案例经验总结，在此谨致衷忱的谢意。

本丛书包括物理和化学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
分为：教学改革指导、思维能力培养、操作方法运
用、实验器材巧用、改进设计实践等篇目。

希望本套丛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致和创造力，
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实验，认真观察，细心思考，
勇于探索。一句话，就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做实验，
因为只有动手做

獉獉獉獉獉
，才会有收获
獉獉獉獉獉

！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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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空气成分的测定

??????????????????????????

?　无污染的空气成分测定

 原理

蜡烛在盛有空气的密闭容器中燃烧，消耗空气中的氧气，
碱溶液吸收产生的二氧化碳，液面上升１／５。

 部分仪器用品制作

（１）取一去底容积为５００ｍｌ无色细口瓶（或５００ｍｌ透明
无色塑料瓶），把液面上容积分成５等分，顶端塞一橡皮塞，如
右图所示。

（２）取一适当大小塑料瓶盖，盖内固定２～３支小蜡烛，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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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１ｃｍ左右。

 具体操作

（１）在一玻璃水槽内倒一定浓度碱溶液，液面齐零刻度
处，并滴入几滴酚酞。

（２）使内装小蜡烛的塑料瓶盖浮于碱液面，并点燃小蜡烛
数支。以耗尽瓶内氧气为原则，确定点燃小蜡烛的支数。

（３）蜡烛正常燃烧后，迅速罩上细口瓶，立即塞紧瓶塞。
（４）蜡烛熄灭后，摇动细口瓶加速二氧化碳在碱溶液中吸

收，片刻红色液面上升到刻度Ｖ／５处。
优点：操作简单、易做、效果明显，无空气污染发生。
缺点：罩无底细口瓶或塞瓶塞时若动作不迅速，空气有外

逸现象，液面上升可能大于１／５。
成败关键：罩上无底瓶，塞瓶塞动作要迅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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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

 装置制作

取直径４ｃｍ左右的玻璃管约２０～２５ｃｍ一段，在一端留
出约４ｃｍ长一段做零点，另一端塞上一个插有燃烧匙的橡皮
塞。将零点到橡皮塞这段玻璃管平均分为５等份，并标上刻
度。

 实验操作

将制作好的装置在水槽内用铁夹固定在铁架台上，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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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加水刚到零点为止。在燃烧匙中盛少量细砂，上面放少
量白磷或红磷，然后用酒精灯加热到磷燃烧后立即插入玻璃
管中并塞紧塞子，待磷熄灭后，装置内的水位基本能够上升到
刻度１外。

实验优点：
（１）装置取材方便；
（２）操作简便易行；
（３）实验准确性高。

注意事项：
（１）水槽内水位不能超过零点；
（２）燃烧匙要插深些，但不要低于刻度１处。

?　空气成分测定实验的改进

为克服传统的空气成分测定演示实验误差大和操作时有
忙乱感的现象，江苏徐州师专王锦化老师将该实验进行改进
（附图）为：

（１）找一只３．８Ｖ手电筒用小灯珠，小心地取下电极，如
图安装，作为点燃器。

（２）取一只结晶皿或水槽，加适量水后，再加入１０ｍｌ浓

ＮａＯＨ溶液，以利于吸收燃烧时产生的Ｏ２。
（３）取一只直径３０ｍｍ、长１８０ｍｍ左右的玻璃管或钟罩，

也可用截去底的生理盐水瓶，将其在水面以上部分平均分为
五等份，用细胶布或橡皮筋做标记。实验前用浓ＮａＯＨ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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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空气成分测定改进

将其内壁均匀润湿。
（４）取一截２０ｍｍ长的普通照明蜡烛，点燃使烛心周围

凹进去５ｍｍ，然后吹熄。趁热在心根部插上两根１０ｍｍ长的
火柴，使火柴头紧靠烛心。再取两根火柴头上的药物放在火
柴根部，作为引燃剂。最后将蜡烛如图插在铁丝上固定，就可
以从容地进行实验了。

实验时，先向水中滴入几滴酚酞试剂，以利观察水位的上
升，然后打开连有二节５号电池的电源开关，蜡烛立刻就会燃
烧。玻璃管中的水面即刻上升，三分钟后水面便可达到理想
高度。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课本实验，看起来简单，实际做
起来比较麻烦，操作也不够方便。

实验装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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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带刻度５００毫升葡萄糖注射液瓶 ②燃烧匙红磷

③带玻璃短管胶塞 ④带止水夹的胶管

⑤盛满水的大烧杯

操作
将注满水的胶管一端用止水夹夹紧，并将该端接入胶塞

玻璃短导管上。
取过量红磷，置于燃烧匙内，用酒精灯点燃，当红磷燃烧

时，迅速插入瓶内，并用瓶塞紧塞，立刻瓶内形成大量翻滚白
烟。２－３分钟后待瓶内红磷燃烧终止，打开止水夹，大烧杯
内水沿胶管迅速注入瓶内，直至１／５刻度为止。

?　测定空气中氧气体积的简易方法

简易装置：取一次性注射器的外管，洗净，晾干。选择一
个合适的橡胶塞，将事先准备好的铜丝插入胶塞中央，塞在注
射器上，使铜丝下端距注射器底部约０．５厘米。再把胶塞连
同铜丝取下，把铜丝下端轧成勺状，再取约２厘米长的一段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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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一端轧成勺状，用细铁丝绑在胶塞的铜丝上，两勺相距２至

３厘米。把注射器针头拔下，用一次性输液管上的小皮套套
在小孔上，使其不漏水不透气。如图：

操作过程：先往两勺上各放绿豆粒大小的一块白磷，慢慢
伸进一次性注射器外管中，把胶塞塞紧。竖直放在盛有７０℃
以上开水的玻璃杯中（杯中水面应超过上端勺的位置），很快
看到白磷燃烧，反应停止后，取出注射器，待冷却后再竖直插
入冷水中（有颜色效果更好），取下下端小皮套，片刻，看到注
射器中进入约五分之一体积的水。

实验原理：白磷的着火点４０℃，在开水中的注射器内空
气温度高于４０℃，白磷自燃，消耗掉注射器内的氧气，压强减
小，冷水进入，水的体积即为注射器内空气中氧气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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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氧气的性质的实验操作和改进

??????????????????????????

?　水中溶解氧的实验改进

溶解氧是指溶解在水中的分子态氧（即游离态氧元素），
是衡量水质污染程度的重要依据。水中溶解氧的比较是初中
化学中新教材新增的实验，是初中化学中培养学生环境意识
的一个重要实验。

新教材以亚甲蓝作为检验液体中氧气的试剂—有氧气时
亚甲蓝呈蓝色，没有氧气时则不显颜色。如果根据教科书上
的实验操作进行实验则现象不很明显，溶解氧的多少很难从
蓝色的深浅来进行判断，即使蓝色有深浅也只是在水样中滴
入亚甲蓝试剂的一瞬间，马上又全部转变为深蓝，不能持久。

鉴于上述原因，上海市石化五中夏建立老师查找有关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