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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教学的现

状
当前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如学生缺乏实践机会、实验教学

效果不佳等。

自我效能感的概念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

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

判断，是学生学习动机和自信心

的重要来源。

研究意义

通过探讨化学实验教学中学生自

我效能感的培养，可以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促进化学实验教学质量的提

升。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化学实验教学中如何

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并分析其对

学生学习成绩、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的影响。

研究问题

如何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

生的自我效能感？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与学习成绩、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之

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和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化学实验教学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某所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为例，对该校高一年级两个班级的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同时对该校化学教师进行

访谈调查。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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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定义
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即个体对自己行为能力的主观评估。

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有可能积极投入学习，面对困难

时坚持不懈。

自我效能感的定义及作用



实验操作自信

学生能够自信地进行实验操作，

不畏惧失败，愿意尝试新的实验

方法。

问题解决能力

在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学生

能够积极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

轻易放弃。

学习成果展示

学生能够主动展示自己的实验成

果，与同学分享学习经验，表现

出对学习的积极态度。

化学实验教学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030201



个人经验
学生过去的成功或失败经验会对其自我效能

感产生重要影响。

他人评价
教师、家长和同学的评价会影响学生对自己

能力的认知。

学习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有助于学生形成

积极的自我效能感。

学习策略
有效的学习策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
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其自我效能感。

影响学生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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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化学实验教学的

要求，制定明确、具体、可衡量的教学

目标，使学生清楚自己需要达到的标准。

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

根据教学目标，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包

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

时间等方面的安排，确保教学有条不紊地

进行。

明确教学目标

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与计划



探究教学法

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方式，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多媒体教学法

利用多媒体技术，如课件、视频、动画等，

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演示教学法

通过教师的演示，让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和操

作过程，加深对实验原理和操作方法的理解。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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