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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化学的
许多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得到
的。由此可见实验在化学学习过程中的非常
重要：学好了化学实验，就为我们学好整个
化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化学实验室的前身是炼丹术士和炼金术士
的作坊。通过炼丹和炼金，发明了许多化学实验仪器、
积累了大量的化学知识、发明了一些用于合成和分离
物质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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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18世纪中叶的化学实验
室(1747年)

中国古代的炼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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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化学的重要途径-- 实验探究

一般步骤

1.可行性

2.便捷性（常温优于加热；）

3.绿色环保

4.廉价

【思考】要学好化学实验，我们该如何去做？从哪
些方面入手？该注意哪些方面？

1.提出问题

2.猜想与假设

3.实验设计

4.实验操作

5.现象与结论

6.反思与评价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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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象与结论
1）.观察内容

（1）实验前：参加反应物质的颜色、状态、气味、硬度、密
度等物理性质。

（2）实验中：观察到的光、热、火焰、沉淀、气体等现象的
产生。

（3）实验后：生成物质的颜色、状态、气味等。

2）描述现象时要注意

（1）描述实验现象而不能说出生成物的名称（即不能说出物

质名称）。

（2）纯固体燃烧只发光，无火焰

（3）烟与雾的区别：烟——固体小颗粒

                   雾——小液滴 5



实验探究1  
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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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颜色:

状态:        气味:

硬度:        密度:

水溶性: 

1．点燃前（实验前）
1）蜡烛的颜色.状态.气味。
2）用小刀切割观察硬度。    
3）将蜡烛放入水中，观察
蜡烛的密度、水溶性。

一.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难溶于水

固态

较小

石蜡和棉线 白色

比水小

稍有气味
什么性质？

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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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蜡烛燃烧时的现象：

1)火焰分几层？哪层最亮？哪层最暗？哪层温度高？

2）蜡烛燃烧的产物是什么？

3）蜡烛熄灭时，产生的白烟是什么？

黄色火焰；放出热量；燃烧时产生
黑烟；熄灭时产生白烟。

三层： 外焰 、内焰、焰心 外焰 焰心 外焰

水和二氧化碳

石蜡的小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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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蜡烛燃烧生成水和二氧化碳

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蜡烛+氧气      二氧化碳+水

迅速将烧杯倒转，倒入澄清的石灰水观察现象。

1）将火柴梗横放在火焰上观察现象；

2）将干冷的烧杯放在火焰上方观察现象；

在外焰部分的火柴梗被烧焦，说明
外焰温度最高。

烧杯内壁有小水珠

黑烟  是什么物质？

蜡烛不完全燃烧产生的炭黑小颗粒。

蜡烛燃烧的文字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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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白烟,白烟被点燃

白烟是什么物质?

石蜡的小颗粒

用燃着的火柴去点“白烟”，如果蜡烛没有被点燃，
可能有哪些原因？

（1）白烟的浓度小，（2）风将白烟吹散了。

3）用燃着的火柴去点燃白烟，观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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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吗？
1. 如何检验产物中水蒸气？
2. 如何检验气体二氧化碳？

1.在火焰的上方罩一个干冷的烧杯,
如果烧杯内壁有小水珠，则生成水。

2.在火焰上方罩一个涂有澄清石灰水的
烧杯,如果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烧杯内
壁有白色斑点）,则生成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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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①蜡烛燃烧发出      色的火焰，放热、发光，蜡烛逐渐变

    短，受热时          ，冷却后又         。②木条处于外焰的部分

    最先变黑，外焰温度最        。

⑴蜡烛通常为  色的固体，硬度较   ，密度比水    ，    溶

  于水。

烧杯内壁有      出现，说明蜡烛燃烧生成了    ；蜡烛燃

烧后还生成能使澄清石灰水变      的气体，说明蜡烛燃烧

还生成了          。   

    蜡烛燃烧的文字表达式是                                                           。                                                             

⑶有一股白        ，能重新燃烧。说明蜡烛燃烧是蜡烛        化后

    的蜡烛蒸气被点燃，白烟是石蜡            凝结成的石蜡固体。 

温故 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高

水珠 水

二氧化碳

小 难

浑浊

白 小

黄

熔化 凝固

烟 气

蒸汽

蜡烛 + 氧气           二氧化碳 + 水 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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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习的三大特点：

(1)关注物质的性质(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2)关注物质的变化(物理变化、化学变化)

(3)关注物质的变化过程及其现象,通过对实验

   分析获得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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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几位同学对蜡烛火
焰的焰心进行了探究，请
你完成其中的一些步骤：
（1）点燃蜡烛，将一根
小木条迅速平放入火焰中
，约1s后取出，现象如右
图A，这证明焰心
_________________。

（2）向焰心斜向插入一根细短玻璃管，发现玻璃
管中无明显现象（如右上图B），在玻璃管的上口
点燃，上口产生火焰，这说明焰心物质的性质是                 
_________________、                 。

温度最低

气体           可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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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关蜡烛燃烧的叙述错误的是（      ）　　　　　　　　　　　　　　　　　　　　

    Ａ．可观察到蜡烛燃烧产生明亮的火焰，火焰分三

             层

    Ｂ．蜡烛熔化产生“烛泪”

    Ｃ．在蜡烛火焰上方罩一个干燥的烧杯，烧杯内壁

             有层水雾

    Ｄ．用燃着的火柴去点燃蜡烛刚熄灭时的白烟，蜡

            烛不能被点燃

练习：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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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对蜡烛及其燃烧进行了探究以后，请你填写下列空格：                    

     (1)取一支蜡烛，用小刀切下一小块，把它放入水中，蜡烛会  

          浮在水面上  。 结论：石蜡的密度比水　　。

(2)点燃蜡烛，观察到蜡烛的火焰分为三层，分别

     是              、　      　、         　。把一根火柴梗放

     在蜡烛的火焰上（如右图），约1S后取出，可以

     看到在　  　处（填字母）的火柴梗的最先碳化。

     结论：蜡烛火焰的         　　温度最高。

(3)再将一只干燥的烧杯罩在蜡烛火焰上方，烧杯内壁出

     现            ，片刻后取下烧杯，迅速向烧杯内倒入少量澄清

     的石灰水,振荡后发现                                               。

     结论：蜡烛燃烧以后的生成物是                              。

小

外焰 内焰 焰心

a
外焰

水雾

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水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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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探究:
3．观察蜡烛的燃烧，得出下列结论。请回答：
(1)哪些是不需要燃烧就能观察到的现象（填字母）                .  　　　　　
(2)哪些是需要燃烧才能观察到的现象（填字母）　            . 　　　　　
　ａ．自顶端起约1cm以内的烛体是温的、柔软且易塑型；
　ｂ．原料是半透明、无味白色固体；
　ｃ．蜡烛顶端、烛心底部周围有无色液体，呈碗状存在
　ｄ．一白色烛芯贯穿中轴，并延长至蜡烛顶1cm
　ｅ．形状圆柱形，顶部为圆锥形尖出
　ｆ．烛心周围和烛焰上端呈明亮的黄色
　ｇ．吹熄后，能看见烛心周围有白烟上升，并慢慢消失
　ｈ．质软，可用指甲刮出痕迹；
　ｉ．若风吹至蜡烛一边；另一边碗形顶端的蜡烛将熔成液体
            并沿烛体落下；
　ｊ．如受空气流的影响，火焰会闪动，且生出黑烟。
             除此之外，燃烧时你还观察到的现象有（写两个）
　　　　                                ；                              　。

b d e h
A C f g I j

√

√
√

√

火焰分为3层 外层火焰最明亮 17



实验探究2

对人体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的探究

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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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 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什么不同？

作出猜想

1、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空气多。

2、呼出的气体中氧气的含量比空气少。

3、呼出的气体中水蒸气的含量比空气多。

实验设计

1、收集一瓶呼出的气体，用澄清的石灰水检验。

2、收集一瓶呼出的气体，用燃着的小木条检验 。
3、对着干燥的玻璃片呼气。

现象结论

1、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空气？。

2、呼出的气体中氧气的含量比空气？。

3、呼出的气体中水蒸气的含量比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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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集气法：用集气瓶装满水，用玻璃片盖住瓶口
的一部分，然后推动玻璃片，将瓶口全部盖住（注
意不能留有气泡），把盛满水的瓶子连同玻璃片一
起倒立在水槽中。将饮管小心插入集气瓶内，向集
气瓶缓缓吹气，直到集气瓶内充满呼出的气体。在
水下用玻璃片将集气瓶的瓶口盖好，然后取出集气

瓶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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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氧化碳可以使澄清石灰水变成白色浑浊，下述
实验中石灰水越浑浊，说明气体中二氧化碳越多。

2.氧气可使带火星木条复燃，如果木条燃烧越旺，
说明氧气越多。

  3.二氧化碳可以使燃着的木条熄灭。

1..空气中含有氮气、氧气、二氧化碳、 水蒸气
等物质.

有关信息：

5.氮气、稀有气体性质较稳定。一般不与其它物质发
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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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步骤 现  象
结  
论

⑴用排水法收集气体

①在两个集气瓶中装
满水，用玻璃片盖住
瓶口，倒放入水中。
将塑料管小心插入集
气瓶内吹气。

集气瓶中的水
_____________

集气瓶内充满
_____________

②在水中集满气体后，
用玻璃片盖住瓶口，
从水中取出正放在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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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探究空气与呼出气体的差异)

现象 结论

 

1.燃着的

木条

伸入空气中

伸入呼出

的气体瓶中

2.适量澄清

石灰水

加入盛空气的集
气瓶中后振荡

加入呼出的气体
瓶中后振荡

3.对着干燥的玻璃片呼气并与放在

空气中的另一块玻璃片比较

燃着的木条
无多大变化

燃着的木条
熄灭

被呼气的玻璃片上
有水雾出现,放在
空气中的另一块玻
璃片上无明显现象

呼出气体中含氧

气比空气中少

呼出气体中含水蒸

气比空气中多

无明显现象

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

澄清石灰水在空气中放置时间长
会出现浑浊

呼出气体中含二

氧化碳比空气中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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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 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什么不同？

作出猜想

1、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空气多。

2、呼出的气体中氧气的含量比空气少。

3、呼出的气体中水蒸气的含量比空气多。

实验设计

1、收集一瓶呼出的气体，用澄清的石灰水检验。

2、收集一瓶呼出的气体，用燃着的小木条检验 。
3、对着干燥的玻璃片呼气。

现象结论

1、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空气多。

2、呼出的气体中氧气的含量比空气少。

3、呼出的气体中水蒸气的含量比空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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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探究我们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什么不同的

活动中，其中有一操作如右图，则该操作说明该气

体是（      ）
 Ａ．极易溶于水　      
 Ｂ．不易溶于水

 Ｃ．易溶于水　          
 Ｄ．与气体是否溶于水无关　　

练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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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 实验室配制的一瓶澄清石灰水，敞口放置一段
时间后，发现表面有一层白色物质生成，说明空气中
含有什么气体。

答案：澄清的石灰水遇二氧化碳会变浑浊，利用这一
性质可以鉴别二氧化碳气体。澄清石灰水久置空气中
生成白色物质，说明空气中含有二氧化碳。

例2 ： 从冰箱中取出的杯子，放在空气中，外壁有
水珠形成，为什么？

答案：从冰箱中取出杯子，杯体温度较低，空气中含
有水蒸气，遇冷变成液态水，凝结在杯子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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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 现有三瓶气体，分别为空气、二氧化碳和氧气，
用简单的方法来鉴别。

答案：用燃着的木条分别放到瓶中，如果燃烧更旺
的是氧气，熄灭的是二氧化碳，无明显现象发生的
是空气。

例3. 方便面拆封后放置一段时间会变软,这是为什么?

答案：空气中含有水蒸气,方便面拆封后,吸收空
气中的水蒸气,因此,放置一段时间会变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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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名称和元素符号（28个）  P62

元素名称 碳 氢 氧 氮 氯 硫 磷

元素符号

元素名称 钾 钙 钠 镁 铝 铁 锌

元素符号

元素名称 锰 钡 锡 铅 铜 汞 银

元素符号

元素名称 氦 氖 氩 氟 溴 碘 金

元素符号

C H o N Cl S P

K Ca NaMg Al Fe Zn

Mn Ba Sn Pb Cu Hg Ag

He Ne Ar F Br I A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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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仪器以及仪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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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管
试管：用来盛放少量药品、常温或加热情况下进行少
量试剂反应的容器，可用于制取或收集少量气体。

注意事项：

①可直接加热，用试管夹夹在距试管口 1/3处。

②放在试管内的液体，不加热时不超过试管容积的
1/2，加热时不超过l/3。

③加热后不能骤冷，防止炸裂。

④加热时试管口不应对着任何人；

⑤给固体加热时，试管要横放，管口略向下倾斜。

30



2  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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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灯：化学实验时常用的加热热源，也用作焰色反应。

使用注意事项：

①酒精灯的灯芯要平整。

②添加酒精时，不超过酒精灯容积的2/3；酒精不少于l/4。

③绝对禁止向燃着的酒精灯里添加酒精，以免失火。

④绝对禁止用酒精灯引燃另一只酒精灯。

⑤用完酒精灯，必须用灯帽盖灭，不可用嘴去吹。

⑥不要碰倒酒精灯，万一洒出的酒精在

桌上燃烧起来，应立即用湿布扑盖。

3  酒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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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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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钵
用于研磨固体试剂或使固体混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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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气瓶：用于收集和贮存少量气体。

注意事项：

①不能加热，如果燃烧反应有固体生成，
瓶底应加少量水或铺少量细砂；

②收集气体时按气体密度不同选择瓶口方
向；

③瓶口磨砂，用磨砂玻璃片涂凡士林封盖。

④排水法收集时，集气瓶应装满水再倒置
收集。

5  集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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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铁架台

夹持固定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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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铁夹
6-2  铁圈

用于固定或放置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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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胶头滴管
吸取和滴加少量液体试剂。

注意：

①垂直悬滴，不伸入容器内，不接触容器
内壁；

②不能一管多用，洗净后才能取另一种液
体；

③取用试剂时不能倒置或平放，防止液体
浸蚀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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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药匙

用于取用固体粉末或小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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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槽
用排水法收集气体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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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制取并收集氧气的装置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