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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实验教学是中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

固学生课堂所学知识、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实验

室的建设与配置、实验课教师的配置及其对实验课

的认识、学生对实验课的态度等，直接影响着实验教

学的质量和水平。当前，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加强

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等已成为基础教育改

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西部农村地区，学校的实

验室及其设备是否完备，是否能够保证实验教学的

正常开展？教师是如何看待实验教学的？基于上述

问题，本研究以 2006 年 7 月教育部颁布的《初中理

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为主要参考依据，对甘肃省初

中实验教学条件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信息，同时，采

用访谈法对部分初中理化生教师进行相关访谈。
1. 样本学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甘肃省 13 个市、26 个县、
43 个乡（镇）的 60 所普通初级中学（含九年一贯制

学校和完全中学）。
2. 教师样本

本研究主要调查初中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科的

教师。
从表 1 可以看出，被调查的三科教师共计 155

人。其中，物理教师 65 人，约占总人数的 42%，化学

教师 48 人，约占总人数的 31%，生物教师 42 人，约

占总人数的 27%。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学校理化生实验室的配备情况不容乐观

表 2、表 3、表 4 反映了目前甘肃省样本校理、
化、生实验室的配备总体概况。

从表 2 可以看出，16.7%的样本校没有配备物

理实验室，10.6%的样本校没有配备物理仪器室，

70%以上的样本校没有物理准备室和物理实验员

室。物理学科配备设施的缺乏，严重地阻碍了物理

实验的正常开展。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学生无法接

触、了解和熟悉物理实验仪器设备，也严重地限制了

学生对物理基本实验技能的学习和掌握。
从表 3 可以看出，没有配备化学实验室的样本

校比例为 18.7%，没有配备化学仪器室的样本校比

例为 19.6%，没有配备化学准备室的样本校比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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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中理化生教师（调查对象）人数统计

物理教师 化学教师 生物教师 总数

人数（人） 65 48 42 155

百分比（%） 42% 31% 27% 100%

表 2 被调查学校物理实验室的配备情况统计表

物理实验室 物理仪器室 物理准备室 物理实验员室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学校数（所） 40 8 42 5 13 31 12 32

百分比（%） 83.3 16.7 89.4 10.6 29.5 70.5 27.3 72.7

注：表中的学校数量均以有效信息计，缺失信息的学校不计在内。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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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70%，缺乏化学实验员室的样本校的比例为

72.1%，缺乏化学药品室的样本校比例为 55.8%，缺

乏危险药品室的样本校比例为 88.4%。这些数据表

明，样本校的化学实验室配备严重不足，已经阻碍了

化学实验教学的正常开展。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化学实验与物理、

生物实验有较大区别，化学实验的进行涉及诸多化

学药品和危险药品，这些药品的生产、运输、储存和

使用等都需要特殊的保存装置和储存场所。化学药

品和危险药品的保存需要具备相应的专门的储存空

间———化学药品室和危险药品室。对于普通中学来

说，化学药品室和危险药品室的建设与配备是最为

基本的要求，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都无法

得到保障，那么，开展化学实验就更谈不上了。

从表 4 可以看出，50%的样本校缺乏生物实验

室，51.2%的样本校缺乏生物仪器室，87.5%的样本

校没有生物准备室，82.9%的样本校没有生物实验

员室，82.5%的样本校没有生物药品室。在被调查的

47 所学校中，仅有 1 所学校配备了培养室；在 39 所

样本校中，没有一所学校配有生物园地。这组数据

说明，生物各实验室的严重缺乏，极大程度地限制了

生物实验的开展，很不利于学生生物实验意识的培

养和生物实验基本技能的掌握。
（二）初中理化生实验仪器的配备率较低

除了考察样本校理化生实验室的有无和数量之

外，我们还简略地考察了部分样本校理化生实验仪

器的配备情况。由于理化生实验仪器的考察项目较

多，我们不能在此处呈现每一个项目的具体考察结

果，只能呈现部分学校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部分实验

仪器抽查情况。

从表 5 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只抽查了物理实验

中最简单的实验仪器，但除了市级学校的物理实验

仪器配备率在三类学校中较高外，乡镇学校和县级

学校的物理实验仪器配备率均极为低下。

从表 6 可以看出，乡镇学校和县级学校化学实

验仪器的配备率均较低，只有市级学校的化学实验

仪器配备情况在三类学校中较好。

从表 7 可以看出，乡镇学校和县级学校的生物

实验仪器配备率均较为低下，甚至连在生物实验中

必须用到的一些最基本的教学仪器都不具备。
综合表 5、表 6 和表 7 可以看出，市级学校理化

生实验仪器的配置比县级学校和乡镇学校较为齐

表 3 被调查学校化学实验室的配备情况统计表

化学

实验室

化学

仪器室

化学

准备室

化学实

验员室

化学

药品室

危险

药品室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学校数（所） 39 9 37 9 13 30 12 31 19 24 5 38
百分比（%） 81.3 18.7 80.4 19.6 30.2 69.8 27.9 72.1 44.2 55.8 11.6 88.4

表 4 被调查学校生物实验室的配备情况统计表

生物

实验室

生物

仪器室

生物

准备室

生物实

验员室

生物

药品室
培养室

生物

园地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学校数

（所）
23 23 21 22 5 35 7 34 7 33 1 46 0 39

百分比

（%）
50 50 48.8 51.2 12.5 87.5 17.1 82.9 17.5 82.5 2.1 97.9 0 100

表 5 初中物理实验仪器抽查统计表

仪器名称 单位
某乡镇

学校

某县级

学校

某市级

学校

多功能试验支架 套 0 0 1
物理天平（500g） 台 0 0 10
寒暑表 只 0 0 14
拉力计 个 0 0 0
演示电表 只 0 3 3
阿基米德原理及其应用试验器 套 0 0 13
力学实验盒 套 0 0 4
电阻定律演示器（学生用） 台 0 0 0
光的三原色合成试验器 套 0 0 3

表 6 初中化学实验仪器抽查统计表

仪器名称 单位
某乡镇

学校

某县级

学校

某市级

学校

碘升华凝华管（密封式） 个 0 0 10
教学电源 台 1 0 1
电子天平 台 0 0 0
原电池实验器 个 0 0 2
化学实验废水处理装置 套 0 0 0
原油常见分馏标本（不少于 8 种） 盒 0 0 1
元素周期表 件 0 0 1
初中化学实验仪器手册 套 0 0 0
滴定管（酸式，25mL） 支 1 0 30

表 7 初中生物实验仪器抽查统计表

仪器名称 单位
某乡镇

学校

某县级学

校

某市级

学校

生物显微演示装置 台 0 0 1
生物显微镜（1000 倍） 台 0 4 14
肺活量计 台 0 0 1
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

用试验器
套 0 0 1

植物细胞模型 件 1 0 1
人体呼吸运动模型（电动式） 件 0 0 0
蛔虫标本 瓶 0 0 0
青春期教育挂图 套 0 0 1
生物实验材料 盒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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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但以 2006 年教育部颁发的《初中理科教学仪器

配备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为依据来看，无论是市

级学校，还是县级学校和乡镇学校，均没有达标。甘

肃省农村地区乡镇学校理化生实验仪器的实际配置

率距离《标准》甚远。
（三）初中理化生教师的配备存在较大的城乡差

异

毋庸置疑，教师的教学水平对于教育教学质量

有着直接的影响。这里，我们主要以教师的学历和

职称为指标来考察样本校理化生教师的配备情况，

并主要从比较的视角考察所调查的理化生教师在市

级学校、县级学校和乡镇级学校的配备上有无较大

差异。

从上图可以看出，三类学校理化生教师的学历

主要为本科和大专。然而分开来看，三类学校之间

教师的学历却有极大的不同。具体来讲，市级学校理

化生教师的主要学历绝大部分分布在本科层次，乡镇

级学校理化生教师的学历为本科和专科基本各半。总

体看来，三类学校教师的平均学历水平有较大差异，

依乡镇级、县级和市级的次序明显提高。

从表 8 可以看出，市级学校理化生教师的职称

主要分布在中教一级，其次分别是中教二级和中教

高级；县级学校理化生教师的职称主要分布在中教

二级，其次是中教一级；乡镇级学校理化生教师的职

称主要分布在中教二级，其次分别是中教一级和中

教三级。总体看来，就理化生教师的职称而言，市级

学校教师具有较高级职称的数量最多，县级学校次

之，乡镇级学校最少。
（四）初中理化生教师对理化生实验教学目的的

认识水平不高

理化生教师是理化生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学习

的引导者和学生知识来源的重要渠道。他们的实验

观和实验教学观对实验教学质量的巩固和提高有着

直接影响。因此，了解初中理化生教师对实验教学

目的的认识程度有着重要意义。

甘肃省初中理科实验教学条件调查研究

表 8 三类学校理化生教师的职称结构差异

无职称（见习期）中教三级 中教二级 中教一级 中教高级

市级学校 8 2 15 30 9

县级学校 0 1 29 14 2

乡镇级学校 3 7 23 10 0

表 9 初中理化生教师对实验教学目的的认识（一）

强调知识性

和对知识的

识记是

完全

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为了巩固理

论知识
2 1.3 17 11.4 15 10.1 73 49.0 42 28.2

为了让学生

掌握基础知

识

0 0 13 9.0 30 20.7 62 42.7 40 27.6

为了加深学

生对理论知

识的印象

2 1.3 5 3.3 15 10.0 65 43.4 63 42.0

为了完成教

学大纲的任

务

7 4.8 37 25.1 22 15.0 47 32.0 34 23.1

为了帮助学

生在将来的

考试中取得

好成绩

8 5.4 26 17.4 25 16.8 59 39.6 31 20.8

表 10 初中理化生教师对实验教学目的的认识（二）

培养学生的

自然科学能

力和动手能

力是

完全

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为了培养学

生的操作技

能

0 0 2 1.3 8 5.3 65 43.4 75 50.0

为了强化学

生的基本操

作技能

1 0.7 2 1.3 6 4.1 60 40.5 79 53.4

为了提高学

生 发 现 问

题、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

能力

1 0.7 1 0.7 11 7.4 58 38.9 78 52.3

为了激发和

培养学生对

自然现象研

究的兴趣

0 0 1 0.7 12 8.1 61 41.5 73 49.7

为了培养学

生良好的科

学素养和科

研能力

1 0.7 3 2.0 11 7.4 52 34.9 82 55.0

三类学校理化生教师的学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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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表 9 和表 10 可以看出，尽管 90%以上的

理化生教师认为实验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

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依然有

85.4%的教师认为实验教学的目的是加深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印象，70%以上的教师认为实验教学的目

的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基础知识，突出了实验的知识

性和对知识的识记，还有 50%以上的教师认为实验

教学的目的是完成教学大纲的任务，60%以上的教

师认为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取得好的考试成

绩。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初中理化生教师

虽然已经意识到实验教学的较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能力、问题意识及对问题的探究和动手能

力，但在他们的观念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可低估而

且在实际教学中极有可能起着支配作用的实验教学

目的观，那就是突出实验所固有的知识性和对知识

的识记程度。当然，这种实验教学目的观的大量存

在与我们目前的升学机会、考试制度和教学评价机

制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值得深究的是，在实际的理

化生实验教学中，究竟上述哪种教学目的观占主导

地位？这显然是一个较为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时

还不能得知。
（五）教师认为实验教学条件不足是实验教学的

首要困难

为了充分了解和突出当前初中实验教学中的主

要困难，我们还让教师对实验教学中存在的各项困

难进行排序，现将前四位呈现如下。

从表 11 可以看出，目前在实验教学中存在的最

大困难是学校实验条件的不足，表现为缺乏实验室

和教学仪器设备不足。这一点也正好与实验室及实

验仪器问卷中的调查结果一致。这足以说明，实验

条件的严重不足，对当前实验教学的开展起到了巨

大的限制作用。
在此还要指出，化学实验要求更高，如对危险药

品和试剂的安全使用等，如果管理不到位，很容易发

生教学事故。对学生实验进行有效指导，既能让学

生体验做实验的过程，又能确保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的人身安全以及实验后的一些正确处理等，这需要

教师具备较高的实验能力和对学生进行有效调控和

管理的能力。鉴于此，很多学校和教师对组织学生

观察实验和动手做实验都存有疑虑。因为稍有疏忽

或管理不慎，部分学生就会偷走实验器材、实验试剂

或实验药品，容易引发事故。
另外，从回收的学生问卷中也可以看到，接受调

查的部分初中学生除了对封闭式问卷做了完整的回

答之外，还在问卷的空白处醒目地写着“我们基本不

做实验”“老师自己做实验（偶尔）（物理实验）”“老师

自己 （偶尔）（化学实验）”“没有做过实验 （生物实

验）”“我们（学生）从来不做实验”“没做过实验”“某

县四中不做学生分组实验”“没做过实验（物理、生物

实验），没有实验室”，等等。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

学生们希望能够做实验，特别是希望自己能够参与

到实验中来，体验实验学习的过程。

四、对策与建议

为了促使实验教学在初中阶段正常开设和开

展，巩固和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我们尝试性地提出

了实验教学的建设目标，以引导初中实验教学的健

康发展。其建设目标是：树立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和以动手

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观念，建立有利于培养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满

足现代实验教学需要的高素质教师和实验员队伍，

打造实验室完备、仪器设备先进的实验教学环境，建

构科学、有效的实验教学管理机制，全面提高实验教

学水平，为真正体现实验教学的地位与作用、突出实

验教学的多方面功能奠定较为良好的基础。
1. 针对目前各学校存在的实验教学仪器数量

严重不足的现状，各学校要尽快对照《初中理科教学

仪器配备标准》做出所需实验教学仪器名称和数量

计划书，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各级主管部门要尽

快对各学校的实验教学仪器需求申报计划书予以批

复，并积极筹措资金，联络教学仪器生产单位，尽快

将所需教学仪器补齐。购置实验教学仪器所需的费

用，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比如，可确

定人均财政性经费低于全国平均值 85%的省份，由

甘肃省初中理科实验教学条件调查研究

表 11 教师认为当前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困难排序表

主 要 困 难 困难排序

学校实验条件严重不足，无法进行实验教学 第一位

班额数量太大，不好进行分组实验 第二位

考试竞争压力太大，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实验教学 第三位

进行实验教学有很大的难度，不好把握 第四位



到了教案检查制度、作业检查制度

和教师考核制度一样，严重制约着数学学习评价改

革的实施。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教师往往把写教案与批改

作业视为教学的额外任务，其目的只是为了应付教

务部门的检查。于是，抄袭教案、从网上下载教案的

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对写教案与批改作业的错误认

识，直接影响到了数学教学以及数学学习评价的有

效性。因此，对这些相关管理措施的调整，就应该与

数学学习评价改革同步进行。对教案的检查要着重

检查内容，重在对教师教学创新之处的检查；而作业

检查的重心也必须从“是否批改”转向“学生在作业

中的受益情况”，如作业对于学生的挑战性、作业能

否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作业是否给学生造成

了过重的学习负担，等等。
当然，数学学习评价改革是一项十分敏感、十分

复杂的工作。它与数学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需要更多的教育理论和实

践工作者一道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责任编辑/林 洁

中央财政补足到 85%的水平。省级政府也要增加相

应的财政投入。市、县两级政府则主要承担教育质

量管理和部分的教育经费支出。
2. 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实验员队伍。针对

理化生合格实验员缺乏的不同现状，各学校要尽快

补齐理化生实验室的实验员。学校可以考虑从每年

的高校理工科毕业生中招聘一大批合格的实验教师

及相关的技术维修与管理人员。对于目前不合格的

实验员要坚决予以清退，并充分吸收合格的理化生

实验员，确保这些实验员的专职化和专业化，为实验

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实验员基础。
3. 各学校尤其是学校的教学领导和教务管理

部门、各理化生教研室要积极支持和鼓励理化生教

师充分挖掘和利用学校现有的实验教学资源，进一

步提高实验教学的有效性和质量。这不仅可以避免

现有实验资源的浪费，还能够培养及提升学生对实

验科学的兴趣和动手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以及科学意识和探究能力。市、县级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要切实做好实验教学质量的评估和管理工

作，同时也要加强教育科研工作，更好地为教育决策

和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
4. 对于目前学生愿意投入实验、动手机会较

少、科学实验探究能力较差的现状，各学校要尽快完

善各科实验室的建设与配备，补齐最基本的实验教

学仪器，并认真根据理化生新课标对实验教学的指

导和要求组织多方面的实验教学活动，以增加理化

生实验教学的活力，从而提高理化生实验教学的质

量。各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购买和研制新的实

验设备，更要鼓励学生和教师因陋就简自制教具。
同时，各校要加强各科实验仪器设备的管理和维修，

充分发挥已有仪器设备在教学中的作用。另外，为

了加强实验教学，各校应对学生的实验能力进行经

常性的考核，要研究和制订考察学生程序性知识的

方案和具体办法，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进一步提

升。
责任编辑/林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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