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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实验操作考试特点分析 

——基于2011年四川省中考化学实验操作考试的调查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黄德兴 

我国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于1999年正式启动，2000年1月至6月通过申报、评审，成立了各

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研制新课程标准。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9月1日起进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2008年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到目前为止，新课程

改革已推进近10年。 

这一轮新课改的根本任务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如何适应新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建立符合素

质教育要求，促进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学校教学质量提高的教育评价体系，已成为新课程改革

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实验操作考试的目的 

1.拓展评价方式，多角度全面考察学生能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

的功能。”和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改变以升学考试

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力求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定、高中

招生录取三方面予以突破。” 

评价与升学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能够更公平、公正、客观反应学生能力，为高中学校按层

次选择初中毕业生，真实反映学生能力是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发展的重要要

求。 

2.促进学生发展。评价的核心功能是通过评价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包括两个主

要方面，一是学生能力的发展。激励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展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与创新能

力；二是学生未来的发展。评价成绩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进入什么层次的学校进一步深造，

影响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要发挥好评价的功能，首先要考虑评价的目的，以达到实验操作考试的目的为目标，认

真对待实验操作考试，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二、四川省初中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实施情况概述 

1．四川省评价改革概述 

四川省教育厅于2001年2月15日印发《关于在中学进行实验操作考核的通知》，决定从2001年

起在全省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开展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核，其它地区参考执行。

具体工作有各市、州教委成立领导小组，负责相关工作，在通知中还附上了《中学实验操作考核

的实施方案》，对实验操作考试的考试内容及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2007年3月22日四川省教育厅



办公室印发《四川省初中毕业及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试 行）》，进一步对学业考试改革提

出指导意见。 

2011年四川省实验操作考试工作已经完成，除德阳市由于“5.12”汶川地震影响还没有恢复操

作考试外，其他地区均进行了实验操作考试。 

实验操作考试由省教育厅统一部署，各州、市自行安排，制定自己的考试方案，考试工作由

州、市基教处、教科所、技装处（电教馆）组织实施。 

2．2011年四川省实验操作考试情况介绍 

考试时间：2011年四川省实验考试时间大致在4月13-28日之间，各州、市根据地区参考人数与

考点数确定自己的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一般将维持一周左右。 

考点：各地区本着就近、方便考生的原则设置考点。有些州、市以各所初中学校作为考点，监

考老师到各所学校巡考，比如攀枝花市东区；有些地区集中设置考点，各校考生到制定考点参加

考试，比如南充市顺庆区。 

监考老师：监考老师主要有科任老师、实验员、在校大学生、教研员等几种类型组成。监考老

师在一个时间段要监考一个县（市、区）所有考生。 

权重比例：四川省实验操作考试包括化学、物理、生物三科，生物课提前在初二生物课结束就

完成了考试，这次的实验操作考试主要包括物理、化学两门科目，这三科考试成绩都将作为该科

成绩计入总分，分值控制在该科总毕业成绩的5%～15%。 

考试试题：今年的考试试题是通过全省抽签的方式，从省上抽取。每科目包括20道实验试题，

考生分别从这20道实验题中抽取1道实验题作为自己的考试题目，考试结果作为自己的考试成绩计

入相应学科中考成绩。 

考试流程： 

1.考试试题册提前10-15天左右向考生发布，发到考生手中。试题册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器

材、实验步骤及评分标准。 

2.学校组织对实验考试试题进行训练，训练方式包括实验室动手操作、老师讲解实验、观看录

制的实验教学视频等。 

3.安排各个考点考试时间。 

4.组织监考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考场规则和评分细则。 

5.按照预定的顺序，各考点轮流进行考试。按区县为单位组织监考老师团队，监考老师有教育

部门带领下轮流到各个考点进行监考。 

（1）抽签：考试前，学生每20人为一组进行抽签，每个小组的20个同学会分别抽到20道实验

题的其中一道，这个小组各自抽到不同的实验题。有些地区抽取的数字，有些地方学生抽到的是

题目名称。抽到实验题后，有些地方可以就自己抽到的实验试题到准备室练习，学科老师会到现

场进行答疑；有些地区抽到实验题就进入考场进行实验。 

（2）考试：抽了试题签的考生进入考场，对号找到实验台，向监考老师示意后开始做实验。

有地区监考老师同时监考2位做不同实验的考生，有些地区一个监考老师同时监考4位做不同实验

的考生。考生完成实验，向监考老师示意，并向监考老师解释实验结果。考生离开考场，依次轮

流到其他学科的考试。 



在调查中发现，各地区还有些差异，比如攀枝花东区的实验操作考试，考生抽签后就知道了自

己的考试题目，考生可根据自己对所抽实验的掌握度，可以选择进入准备室（准备室是考试考前

练习的实验室）就自己抽取的实验试题进行练习，对有疑惑的地方可以向在准备室答疑的科任老

师请教。有些地区抽到实验题后就不能再看资料或练习，在等候室等候进入考场；攀枝花的考生

在完成实验后，监考老师要指出实验中的错误地方，考生认可老师的评判后，考生签字离开考

场。有些地区考生完成实验后就直接离开考场，考生不能看到自己的实验成绩和自己实验中的失

误的地方；南充市的顺庆区、嘉陵区等区的监考老师是从西华师范大学抽取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进行监考。 

三、实验操作考试特点分析 

1．考试流程上的特点分析 

实验考试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验考试的价值所在，好的评价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发展，

而不是学生的成绩，评价的真实有效性在于促进学生的成长。如果将实验考试作为区别学生能上

什么层次的学校，这样的评价又成了应试教育的一种手段了。假如是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再花大

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实验操作考试了。 

（1）从考试时间安排的角度：  

首先，试题册提前分发给学生，学生将会在考试的压力下复习相关实验试题，并有意识的记忆

相关的实验步骤和原理。如果学生能够在拿到试题后定期对实验试题进行回顾和练习，将会加深

对知识的长时记忆。另外，学生抽签后还能够再看资料或者像攀枝花实验中学一样能够到准备室

对其抽到的实验题进行训练，要比开始进行实验时才知道具体的实验试题得到的强化要多。 

但是由于地区和实验设备配备情况，有些学校不能安排学生进行训练，只能对其进行讲解，与

有实验设备进行练习的学校相比，缺乏一定的公平性。在对监考老师的访谈中知道，农村中学的

学生与城市中学的学生相比，有明显的差异，有些学校的学生在进行实验时，不能正确找到实验

仪器，因为这些学生平时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实验仪器，没有见到过实物，导致在考试时不能确认

是否是所需仪器。这也对有人认为“对偏远地区的学校发放黑白教材，减少成本”，有人反对的

看法是：农村学校的学生和城市学校的学生是平等的。笔者认为，给农村学校的学生配备彩色教

材，将促进学生对没有见到过的实验仪器加深理解；另外，有些学校仍然采用考前突击讲实验的

方法，凭借短期的强度训练，学生凭借短时记忆应付了实验考试，考完后就忘记相关知识，对学

生自身的发展不利，实验操作考试成了应试教育的一种方式。 

在考试时间上来说，实验操作考试时间临近中笔试考试时间，许多学校都在全力应考中考笔试

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验操作考试的练习，对实验操作考试的有效性上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考试持续时间长，影响评价的公平性。每个县（市、区）的实验考试时间大约在一周左

右，监考老师要持续监考一周的时间，监考老师的心理状态会影响评价的公平性和客观性。 

（2）从监考老师的角度： 

监考老师有科任老师、科任老师和实验员、在校大学生几种类型。对于科任老师和实验员大多

是从各个学校抽出，各校的老师在监考自己学校的考生时难免有偏袒的想法；对于在校大学生，

在评价过程中，关系成分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在评分标准的把握

上会出现偏差。 



在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些监考老师监考的不是本学科的考试，而是跨学科监考；有些监考

老师之前收到某些人员的托付，对相关学生进行照顾，影响了考试的公正、客观。 

由于实验操作考试是由监考老师直接通过观察评分，监考老师对评分标准的把握程度以及监考

老师的心理活动情况对评价的信度和效度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实验操作考试重要的控制方面。 

（3）从考点设置角度： 

考点的设置分为集中设置和分散设置。集中设置，有助于统一管理考试过程，减少考试费用。

统一购买药品，使得仪器和药品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减少浪费。因为许多学校平时很少安排学生

实验，考试购置的药品使用不完，就被搁置在实验室。但是集中考点，学校就要安排车辆送考生

到指定考点考试，如果学生数量少，操作起来较为方便。如果考生多，这样更增加了学生的负

担，同时还耽误正常课时，增加学生不必要的紧张。相对于几十个监考老师流动起来更容易管

理。 

分散设置考点，对于有大量农村中学的地区相对较为便利，学校只需按时组织考生进入考场考

试即可，考生在其它时间还可以正常上课。考生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完成考试过程，心理上较为

平常，更容易发挥考生的全部能力。 

（4）从考生对考试结果的知情权角度： 

考生在实验结束后能否知道自己的失误之处以及最后得分，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影响。评价的

一个作用就是反馈，通过评价，学生知道自己的失误与不足，加深学生的错误地方的理解，防止

再出现同样错误。学生知道自己的分数，一方面减轻学生考后的心理压力，实验操作考试在中考

笔试紧张准备时间进行，如果由于自己在操作过程的失误，但又不知是否严重影响自己的考试成

绩，在这个中考笔试准备阶段影响了学生的心理，使学生带着压力进入中考笔试考场，影响学生

真实能力的发挥。通过对监考老师的访谈知道，所有考生最后的实验考试成绩相差不大，即使对

抽到的实验试题完全不会做，在监考老师的提示下能够完成，最终成绩也会得到总成绩的60-80%

之间，既然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成绩，何不用这个成绩激励学生的自信。同时考生对分数的知情，

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监考老师评价主观性。 

2．考试内容上的特点分析 

化学实验试题册包含实验原理、实验用品、实验步骤和评分标准三大部分，实验步骤较为详

细，学生按着步骤应该能够完成实验。 

（1）从试题册题量多少角度： 

要抽取的试题题量无论多少，学生都只需从中抽取其中一道作为考试试题，在抽到题号之前学

生都不知道自己会抽取到哪一道试题，学校和学生都将会对所有的实验试题进行准备。待抽实验

试题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太多，就成了一种负担。实验操作考试的目的是促进学校对实验教学的

重视，培养学生实验操作能力，选取的实验考试试题能够反映课标对实验能力的要求即可。 

另外，各年的实验考试试题要保持一定的稳定。首先，缓解了硬件设备的压力。对于实验仪器

和药品能够较好的利用，不会造成为一次考试就要准备一次仪器和药品，缓解了条件稍差地区学

校压力；其次，减轻了科任老师的教学负担。有些学校对要考试的实验试题拍摄了教学视频，如

果每年变动试题，这些老师还要重新组织人员拍摄，增加了老师的负担；第三，合理分配了教学

压力。如果老师事先就知道要考试的试题，在平时的实验课中就会重点关注，将应考的压力分散



到教学中去，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实验课教学的有效性。但是可能会出现科任老师平时教学中只

注重要考试的实验，对不考试的实验将会忽视，这就要笔试考试相互配合，笔试考试的未知性促

使科任老师对每一个实验都不能马虎。 

（2）从试题内容角度： 

化学实验试题共包括20道备选试题，分别是： 

1.鉴别氨水、硫酸铜、氯化钡、氢氧化钠四种溶液； 

2.木炭在氧气中燃烧； 

3.盐酸与氢氧化钠溶液中和反应的实验探究； 

4.氢氧化钠变质的实验探究； 

5.质量守恒定律的实验探究； 

6.酸性硫酸铜溶液与氢氧化钠溶液作用； 

7.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废液溶质实验探究； 

8.碳酸钠溶液中混有硫酸钠的鉴别； 

9.粗盐提纯； 

10.探究锌、铜、镁的金属活动性； 

11.探究碳酸氢铵和氢氧化钠溶液的反应； 

12.配制50克质量分数为10%的氯化钠溶液； 

13.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 

14.用实验证明我们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中的氧气含量有什么不同； 

15.探究物质溶解时的吸热或放热现象； 

16.氮肥的简易鉴别； 

17.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 

18.探究二氧化碳与水的反应； 

19.探究盐酸与盐的反应； 

20鉴别盐酸、氢氧化钠溶液和蒸馏水。 

这20道题中第3、4、5、7、10、11、14、15、17、18、19号试题属于实验探究式试题，占了试

题总量的55%；考察一级主题——“身边的化学物质”的试题占总量的65%，一级主题——“物质

的化学变化”的试题占总量的35%，另外两个一级主题“物质构成的奥秘”和“化学与社会发展”

考察的内容较少。经过统计可知：本次探究性试题与2010年（35%）相比有所增加，实验考试逐渐

重视探究性试题的考察；通过内容统计得到本次实验考试重点考察的是学生身边的化学知识。 

3.评分标准特点分析（试题总分为10分） 

（1）实验考试重视实验习惯，实验评分比例较大。试题册中实验步骤分成检查仪器药品

（10%）、药品取用与仪器连接、进行实验、向教师报告实验现象并得出结论（10-40%）、清洗仪

器整理复位（10%）等几步，检查仪器药品和清洗仪器整理复位分别占总分数的10%，说明养成良

好的实验习惯是很重要的。实验中每一个小步骤，包括有些主观性的评分点所占比例至少为5%，

所占比例较大。 

（2）评分标准对具体的实验操作设置分值，评分标准设置细致。比如“木炭在氧气中燃烧”

这个实验，对木炭的加热的评分标准——“在外焰部分能正确加热至发红”，突出酒精灯加热的

正确方法；比如“粗盐的提纯”中对过滤装置的组装，写到“润湿滤纸（用滴管），用玻璃棒赶

走气泡，使滤纸紧贴漏斗内壁（1分）”等。 



（3）在评分标准中设置有主观给分点。比如“木炭在氧气中燃烧”，中设置了“有观察燃烧

现象的意识（1分）”，比如“粗盐的提纯”中的“使用酒精灯前有检查意识，用火柴点燃酒精灯

（0.5分）”，这些主观评分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易掌握。 

附录一：考察工作细则 

考察时间：2011年4月22日——28日 

考察地点（对象）：四川省南充市、攀枝花市中考化学实验考试现场 

调查方法：现场观察法、访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