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工作计划 化学
实验教学工作计划(模板6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计
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分析现状，确定行动步骤，并制
定相应的时间表和资源分配。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
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我校九年级共有1个班，有学生30人。全部来自农村，学生的
知识水平参次不齐，虽然学生在小学自然、社会学科，物理
和生物中已了解一部分与化学有关的基础知识，但从学生能
力发展水平来看，大多数学生的逻辑推理和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实验操作能力都有待大力加强。但农村的孩子
求知欲望和实验兴趣都比较强。

我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仪器、药品少，
没有专职实验员，没有正规实验室，还有一些仪器药品不全，
影响了部分学生实验的正常开设。

化学实验是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手段，学生具备基本的化学
实验技能是学习化学和进行科学探究的基础和保证，化学课
程要求学生遵守实验室的规则，初步形成良好的实验工作习
惯，并对实验技能提出如下要求：

1、能进行药品的取用、简单仪器的使用和连接、加热等基本
的化学实验操作。

2、能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实验的目的选择实验药品和仪器，并
能安全操作。



3、初步学会配制一定的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4、初步学会根据某些改造性质检验和区分一些常见的物质。

5、初步学习使用过滤、蒸发的方法对混合物进行分离。

6、初步学习运用简单的装置和方法制取某些气体。

7、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习惯和动手能力。

8、认识学习化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实验，学会对实验现象的
观察和描述的方法。

9、能有意识地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能在教
师的指导下根据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并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
察和分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10、初步学习书写探究探究或实验报告的方法。

11、能知道化学实验是都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手段，严谨的
科学态度、正确的实验原理和操作方法是实验成功的关键。

12、学会试管、酒精灯、滴管等仪器的使用方法，达到能独
立操作的目的。

13、学会取用液体、固体药品，制备和收集气体的方法。

14、逐步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综合问题的能力和实
验能力。

15、初步学习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观察、记录，并初步学
习分析实验现象。

16、学会实验室中制取气体的思路和方法。



新课程标准强调科学探究的重要性与有效性，旨在转变学生
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化学知识，激发学生亲
近化学、热爱化学并渴望了解化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教材中的实验分为教师演示实验、学生分
组探究实验和家庭小实验。

（一）演示实验：演示实验教学要真正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
的探究性质，就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和
主动参与的意识，让学生做演示实验的主角。因此对于演示
实验我要做这几个方面的改进：

1、增强演示实验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兴趣对学生的创造探究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调整部分演示实验为学生实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演示
实验有：物质的变化、空气成分的测定、氧气的性质与制法、
水的组成、碳的单质的化学性质、二氧化碳的性质与制法、
燃烧的条件、合金的性质、溶液、金属的化学性质、溶液的
配制、酸、碱、盐的性质等。这些实验有助于研究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掌握
一定的实验方法并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精神。

（二）学生分组探究实验：不同的学生因在能力、经验、思
考问题等方面不够成熟，会有不同的观察、思考、解决的方
法。教师要与学生共同探讨实验探究的目的、设计方案、实
验仪器、药品的获取方法与途径，步骤及安全事项等，让学
生有充分的准备，以确保实验探究的成功；在探究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教师要进行及时指导并适当的评价，特别
是实验探究的报告书写的科学性、严谨性等问题都需要教师
的具体指导。在通过化学实验进行探究性学习过程中，鼓励
学生大胆地提出实验方案，即使是在对学生提出的不全面、
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实验方案，也要以鼓励表扬为主。充分肯
定学生在提出实验方案过程中的主动参与精神和创新意识。



学生分组探究实验有：探究蜡烛及蜡烛燃烧时的变化；探究
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什么不同；探究氧气的实验室制
法；探究水的净化过程；探究物质构成的奥秘；探究碳的单
质的化学性质；探究碳的氧化物的性质；：探究实验室中制
取二氧化碳的装置；探究质量守恒定律；探究金属的探究性
顺序；探究燃料燃烧的条件；探究铁制品锈蚀的条件；探究
物质溶解时温度的变化；探究什么是饱和溶液；探究如何绘
制溶解度曲线；探究自制指示剂在不同溶液中的变化；探究
酸、碱的化学性质；探究酸、碱的之间会发生什么反应；
用ph试纸测定一些溶液的ph；测定溶液酸、碱度对头发的影
响；探究如何提纯粗盐；探究初步区分氮肥、磷肥、钾肥的
方法；探究有机物的组成；探究如何查看服装面料的纤维种
类等。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从实验成果中体会到实验是进
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手段，让学生体会到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在
完成一定的实验过程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增强学生对实验
的认识并提高实验中掌握基本操作技能的科学自觉性、积极
性和主动性。

1、做好实验前的充分准备，做到课前演示。优化课堂结构，
向课堂45分钟要效益，平日注重实验与操作相结合，教师适
时点拨、指导。

2、教师要从科学态度、规范操作上给学生示范并启发引导学
生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3、创造条件，增加学生动手实验的机会。

4、实验前要求学生预习实验内容，实验中仔细观察实验现象，
并认真做好记录，实验后认真填写实验报告。

5、实验时注意课堂的有效性指导、实施。

6、实验后要对学生实验探究进行讲评。



7、鼓励并指导学生动手做一些家庭小实验，以进一步激励他
们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和探索精神。搞好课外探究，如开展兴
趣小组探究、知识讲座、化学实验竞赛、专题讨论、实验教
具制作、等等，留给学生空白，发挥学生特长，培养其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略

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初中物理是九年义务教育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物理又是
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科学，所以物理实验在物理教学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目的与任务是：通过
实验，使学生最有效地掌握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所必需
的基础物理知识，培养初步的实践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

实验教学作为物理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而物
理实验的主要进行场所又在物理实验室，所以物理实验室的
管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对本学期的工作做如下安排：

1、在开学第一周督促八、九年级备课组及时做好本学期的具
体实验计划表。

2、在开学前两周，对实验室仪器进行再次核对整理，做到帐、
物、卡相符。

3、在开学前一月内，对玻璃仪器进行清洗，并报废损毁的玻
璃仪器。

4、在平时的教学中督促各任课老师及时做好相关手册的登记
工作。

5、督促到实验室上课的老师时刻保持实验室整洁、干净。



6、认真做好每周一的大扫除工作。

7、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开足开齐各类实验，并积极
创造条件改演示实验为分组实验，积极服务于教学。

8、及时做好仪器的借出、归还验收工作。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观察和实验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发展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神。为更好地实施实验教学，现做计划如下：

1、培养学生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2、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

3、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和实验能力。

4、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

本学期实验教学的重点是部分演示实验分组实验。

1、将探究方法和创新精神用于教学中。

2、将演示实验变为分组实验。

1、对所有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都要填写实验通知单和实验记
录。

2、严格要求，按程序进行操作。

3、认真组织，精心辅导。

4、开展形式多样的实验竞赛活动。



5、积极组织并指导物理课外兴趣小组开展实验活动。

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基础教育全面发展为宗旨，
以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动手
实践造作能力为目标，以《物理新课标》和《教材》为基础，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出发点，促进学校实验教学和物
理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

茅坪中学八年级共有三个教学班，一班55人，二班57人，三
班54人共计166人。学校现有物理实验室一个，物理器材室一个
(兼实验准备室)，器材保管员一名。从器材数量看，每班同
时进行实验时最多只能分13组，每组3-5名学生，但为了保证
分组实验的效果，每班每次学生分组实验分两批进行。

教学中使学生保持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培养对物理学科的学
习兴趣，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在解决问题或做决定时能尝试
运用科学原理和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基本的科学探究方法过程，
具有初步的科学探究能力，具有创新意识，能独立思考，养
成尊重事实，大胆想象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一)教师演示实验教学

1、利用直观、形象的演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
气氛。

2、利用演示实验设置问题，制造悬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3、利用演示进行思维引导，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学生分组实验教学

1、教师充分准备，学生充分预习。

2、学生分组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每组按3至5人分。



3、注意培养学生的物理实验素养:造作能力、数据处理能力、
观察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团结协作能力。

(三)家庭探究实验的教学

1、内容:课堂内容的进一步探究;生活中常见现象的探究;物
理前沿知识的探究。

2、培养实际应用能力，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化学上的许多理论和定律
都是从实验中发现归纳出来的，同时，化学理论的应用、评
价也有赖于实验的探索和检验。新课程改革将科学探究作为
突破口，科学探究不但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是中
学化学课程的重要内容，它对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而化学实验是科学探究的重要形式。

用化学实验的方法学习化学，既符合化学的学科特点也符合
学生学习化学的认识特点，也是化学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基
本手段。新课程标准提倡学生独立进行或合作开展化学实验
研究。通过化学实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通过
使用探究形成化学概念、理解化学基础理论、掌握化学知识
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发展思维
能力和训练实验技能，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的
目的。

1、注重实验预习，培养自学习惯，督促学生实验预习是搞好
分组实验的保证。我们强调“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求学生
必须复习有关知识，理解实验原理，了解实验内容、操作步
骤和注意事项。抓好实验预习，提高了学生的自学意识和计
划性，减少了实验操作的忙乱现象，提高了实验效率。



2、指导规范操作，培养实验技能分组实验教师少，学生多，
时间紧。学生在操作中易犯一些常识性甚至危险的错误，教
师要在学生动手之前，对重要的操作进行规范化演示，对可
能的安全隐患进行重点强调，同时要求学生之间自查互检、
相互交流和配合。这样不仅保证了分组实验的顺利进行，还
培养了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协作精神。

3、写好实验报告，培养科学品质。实验报告是学生感性认识
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是知识升华为能力的途径。在实
验中常有些同学忙于操作，没认真观察和分析现象，或“只
观不察”缺乏记录，结果导致对实验过程印象模糊，写实验
报告只好搬书照抄或凭空臆造，使实验的实践价值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在实验时提醒学生注意观察和记录，在实验后也给
予学生充裕的时间整理记录，完成实验思考题，通过实验报
告的撰写促进感性认识的飞跃。对实验失败的学生，我们允
许他们在分析原因之后，利用课余时间补做实验，修改实验
报告。强调实验报告的撰写，不仅培养了学生认真求实的科
学态度，也为今后社会实践活动中撰写社会实验报告奠定了
基础。

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本学期主要指导学生通过实验、观察，获取一些浅显的自然
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制作、
饲养、栽培等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启发学生的
创造精神，发展学生对自然界和科学技术的兴趣爱好，培养
和提高学生的科学兴趣及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认真细致、追求新知等科学态度，形成良好的思
想品德，做到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能力，开发智力并
举，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在混合各种物质的过程中观察比较混合前后物质是否发生变
化，帮助确立混合物的概念，尝试用一些方法去分离混合物，
认识土壤也是一种混合物；关注空气，在观察中发现空气的



特点（即气体的特点），知道压缩空气有弹性、流动的空气
形成风，及与人们生活的密切性；经历两个较长的体验活动：
观察一株植物的生长过程，认识植物生长过程中每个阶段的
特点；饲养春蚕，有意识地坚持对蚕生活习性和生长特点的
观察，尝试理解生物的“变态”发育过程；通过观察、实验，
认识到影响物体沉浮的因素，并利用这些因素试着去改变物
体的沉浮；知道物体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学会使用温度计。

从调查家中总的电器入手，体验电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并整
理已有的电的知识，尝试让一个或多个灯泡发亮，认识导体、
绝缘体与开关的作用，能用所学的串联并联的方法设计一个
房间的电路，提高科学用电及安全用电的认识。通过对一朵
花的观察，认识花的各个组成部分，重点展开雌蕊、雄蕊的
观察，了解传粉、受精的过程，认识果实的形成，收集种子
传播的方式，能设计实施观察种子发芽时的吸水量实验，获
得种子构造及各部分作用的认识，观察鸡蛋，认识动物的卵
的多样性，感受动植物生命的来之不易。从记录一天的食物
入手，认识食物的多样性，了解食物的营养成分，树立膳食
营养要合理搭配的意识。观察食物的变化，探究霉菌生长的
条件，学习科学储存食物的方法，注重食品包装袋上的信息，
从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学会科学地生活。在观察岩石、
矿物的过程中，了解岩石、矿物的属性和多样性，能根据观
察到的不同岩石的特点推测其成因，探究岩石变化的原因，
认识岩石不仅时组成地球的主要物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和
生活的重要资源，必须合理利用和保护。

指导学生认识使小车运动起来的力：重力、弹力、反作用力
和反冲力，并探究动力大小、小车重量和摩擦力大小对小车
速度的影响。了解人类计时仪器的发展史，感受人类对“计
时工具”的认识和探索过程，逐步建立起时、分、秒等时间
单位概念。引导学生从观察植物丛开始，研究动植物间的关
系，认识生态系统，研究它们之间的食物联系，认识食物链
和食物网，并以生态瓶的建造、观察和改变控制条件一系列
的研究活动，探究食物关系平衡被破坏后的生态状况，进一



步认识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展开对昼夜现象和四季现象
的研究，指导学生通过模拟实验的方法，认识地球的自转及
公转，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六年级：引导学生认识宇宙的无
限性，建立科学的自然观，发展空间想象能力；认识动植物
繁殖的方式，及遗传和变异这一生命现象，建立动物有性繁
殖和无性繁殖的概念，了解人工授粉、克隆技术，感受科技
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体会科技的迅猛发展；展开对杠杆、
轮轴、滑轮的研究，认识工具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作用，鼓
励学生从实际出发，大胆改进原有的工具，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物理实验是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方式，实验室则是学生
学习和进行实验的主要场所，是物理探究学习的主要资源。
因此，学校高度重视物理实验室建设，配置必要的仪器和设
备，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进行实验探究活动，为学生开展实验
探究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目的与任务即是，通过实验，使学生最
有效地掌握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物理知识，
培养初步的实践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
学生科学实验能力与提高学生科学实验素养，使学生在获取
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学能力、运用知识的综合分析能力、动手
能力和设计创新能力。初中物理是九年义务教育必修的一门
基础课程。

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物理教学大纲》和新课
程标准，其中要求学生具备的能力之一就是初步的观察、实
验能力：能有目的地观察，辩明观察对象的主要特征及其变
化条件，能了解实验目的，会正确使用仪器，会作必要的记
录，会根据实验结果得出结论，会写简单的实验报告。实验
教学作为物理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因此实验
室工作直接关系到物理教学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因此实验



室必须建立和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实行规范的管理。

1、制订规章制度，科学规范管理

2、按照学校各类规章制度，并认真执行。

3、制订学期实验计划表、周历表。

4、开足开齐各类实验，并积极创造条件改演示实验为分组实
验，积极服务于教学。

5、充分利用生活中身边的实验器材的作用，结合实验室条件
进行分组实验。

6、做好仪器、器材的常规维修和保养工作。

7、做好仪器的借出、归还验收工作。

8、有必要时，可以自制一些教具。

9、做好仪器、器材的补充计划。

10、做好各类台帐的记录工作。结合采用电子档案。

11、结合学校常规管理，保持实验室的常清洁。

周次实 验 内 容

课时02周长度、时间的测量1

课时03周科学探究：速度的变化1

课时04周科学探究：声音的产生、传播1

课时05周光的直线传播演示1



课时06周光的反射1

课时07周平面镜成像1

课时08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1

课时09周色光的混合与颜料的混合1

课时10周力的`测量1

课时11周重力与质量的关系1

课时12周科学探究：摩擦力1

课时13周科学探究：牛顿第一定律1

课时14周二力平衡的条件1课时

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工作计划篇六

一、指导思想：

物理实验是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方式，实验室则是学生
学习和进行实验的主要场所，是物理探究学习的主要资源。
因此，学校高度重视物理实验室建设，配置必要的仪器和设
备，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进行实验探究活动，为学生开展实验
探究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目的与任务是通过实验使学生最有效地
掌握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物理知识，培养
初步的实践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
科学实验能力与提高学生科学实验素养，使学生在获取知识
的同时提高自学能力、运用知识的综合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和设计创新能力。



初中物理是九年义务教育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根据《九年
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物理教学大纲》和新课程标准，其
中要求学生具备的能力之一就是形成初步的观察和实验能力，
做到有目的地观察，辩明观察对象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条件，
能了解实验目的，会正确使用仪器，会作必要的记录，会根
据实验结果得出结论，会写简单的实验报告。

实验教学作为物理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因此
实验室工作直接关系到物理教学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因此
实验室必须建立和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实行规范的
管理。

二、实验目的

1.倡导“以科学探究为主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2.使学生有“亲身经历和体验“，同时能够树立实事求是的
科学精神。

3.通过物理实验能引导学生的物理教学认识；为学生提供物
理事实性知识；也能为学生检验、巩固物理知识和理论，验
证物理假说提供事实性知识。

4.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和实验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

5.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引
导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分析物理事实，形成
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培养学生关爱社会、关爱自然、
与人合作的情感，在实验过程中经历成功与失败的情感体验，
同时通过实验还可以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等等。

三、实验重点：



本学期实验教学的重点是部分演示实验、分组实验及探究实
验。

四、实验难点：

1.将探究方法和创新精神用于教学中。

2.尽量将学生能自己动手做的实验放手给学生。

3.让学生充分利用家中的材料做一些实用型实验。

五、实验措施：

1.严格要求，按程序进行操作。

2.认真组织，精心辅导。

3.积极组织并指导物理课外兴趣小组开展实验活动。

4.结成合作小组，回家利用家中原料做实验、回校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