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化学下实验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
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九年级化学下实验报告篇一

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而实验
室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化学教学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根据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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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常规工作

1、仪器室中的器材进行分科分类存放，定位入橱，做到存放
整齐，去用方便，用后复原，使账、物、卡三相符。

2、认真钻研业务，熟悉飞、本学期的教材和实验大纲，熟悉
各类器材的规格、性能、结构和使用方法。

3、协助任课教师开展一些学生的课外实验和科技探究活动就、
以及自主性实验探究活动。

4、做好教师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记录，总账册、登记册
做到有据可查。

5、做好器材的借还工作，完善各项手续，保证演示实验的正
常进行，做好分组实验器材的摆放工作，确保分组实验顺利
开展。



6、添足必要的实验器材，尽量满足教师的要求，使分组实验
做到2~3人一组。

7、掌握并认真做好一般仪器的维护和保养工作，使仪器经常
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8、及时做好实验室置购计划，做好新购器材的验收、登记和
保管工作。

9、经常向学校回报仪器管理，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认真
总结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10、开源节流，积极做好废旧器材的修理、整合、再利用工
作，完备器材及时清购和验收工作，力争花最少的钱办最大
的事。

三、实验室其他工作

1、坚持对实验室进行定期打扫，保证实验室的整洁和有序，
给师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实验场所。

2、不断提高自身理论和业务素质，经常阅读一些有关实验室
管理方面的经验文章及理论书籍，对实验者因违反操作规程
而发生事故的应急措施方法有较清晰的了解，保证使用实验
的安全有序进行。

3、定期向学生开放实验室，提高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和实
验操作，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能力。

4、切实做好实验药品、器材的管理工作。杜绝学生私自夹带
药品出实验室，同时规范器材的领借和归还制度，要求教学
实验后及时归还，为创建平安、和谐校园而努力。

5、配合学校做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



九年级下册

演示实验：

1、比较合金和纯金属的硬度

2、焊锡、锡和铅熔化温度的比较

3、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

4、蔗糖溶解

5、碘和高锰酸钾分别在水和汽油中的溶解

6、水和乙醇相互溶解

7、水和油形成乳浊液

8、三种不同组成的硫酸铜溶液的配制

9、两种溶质质量分数不同的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10、配制溶质质量分数一定的溶液

11、向溶液中加入酸碱指示剂

12、盐酸、硫酸的物理性质

13、浓硫酸的腐蚀性

14、浓硫酸的稀释

15、将水滴入浓硫酸的实验

16、氢氧化钠的物理性质



17、氢氧化钠的腐蚀性

18、氧化钙与水反应

19、盐酸、硫酸、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钙溶液、蒸馏水和
乙醇的导电性

20、碳酸钠与盐酸反应

21、碳酸钠溶液与澄清石灰水反应

22、聚乙烯塑料的热变化

分组实验：

1、酸的化学性质

2、碱的化学性质

3、中和反应

4、用ph试纸测定一些液体的ph

5、溶液酸碱度对头发的影响

6、粗盐的提纯

7、区分氮肥、磷肥、钾肥

九年级化学下实验报告篇二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通过化学实验，可以
使学生掌握大量的化学事实，加深对化学概念与化学理论的
认识，培养学生的观察现象、分析、综合、归纳、解决问题
的能力，获得比较熟练的实验技能，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



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因此，加强实验教学是提高化学质量的
重要环节。

一、学校的实验教学的资源现状

我校是乡镇初级中学，九年级一共有131名学生，编成3个班，
每班人数45人左右。实验室建设的比较完善的，有贮藏室、
准备室、学生实验室可容纳48名学生；但是没有专职实验员，
一直由两位化学教师兼任实验教师。实验仪器设备和药品基
本齐全，教材上的实验基本上能够开展。

二、实验目的

1、能进行药品的取用、简单仪器的使用和连接、加热等基本
的实验操作。

2、能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实验需要选择实验药品和仪器，并能
安全操作。

3、初步学会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散的溶液。

4、初步学会用酸碱指示剂、ph试纸检验溶液的酸碱性。

5、初步学会根据某些性质检验和区分一些常见的物质。

6、初步学习使用过滤、蒸发的方法对混合物进行分离。

7、初步学习运用简单的装置和方法制取某些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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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学习书写探究活动或实验报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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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化学语言描述常见物质的组成、性质等。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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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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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学会实验室中制取气体的思路和方法。

九年级化学下实验报告篇三

实验能为化学学习提供必要的感性材料，有利于学生理解化
学概念和原理，形成科学的思想和观念;能为学生提供练习和
实践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提高
实验操作技能;能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增强学习动机，
调动其学习积极性;能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应用、检验和巩
固有关的知识、技能，继承前人积累的最基本的经验，形成
自己的体验，是培养学生运用化学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途径，
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它任何方法都不可替代
的。

二、教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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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验教学安排

章节周次实验类型实验名称

第一章



氮族元素第一周演示氨的喷泉实验

第一周演示氨与氯化氢的反应

第三周分组氨的制取和性质、铵离子的检验

第二章

化学平衡第五周分组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

第三章

电离平衡第七周分组电解质溶液

第十周分组中和滴定

第四章

几种重要的金属第十二周演示铝箔的燃烧

第十二周演示铝跟氢氧化钠的反应

第十三周演示镁条在二氧化碳里燃烧

第十五周分组镁、铝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第十五周演示铁与水蒸气的反应

第十六周演示fe3+的检验

第十八周分组原电池原理、铁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第五章

烃第十九周演示甲烷的稳定性



第一周演示乙炔的制取和燃烧

第二周演示苯、甲苯和二甲苯分别于高锰酸钾酸性溶液反应

第六章

烃的衍生物第五周演示溴乙烷的水解反应

第六周演示乙醇与金属钠的反应

第九周演示苯酚与溴的反应，苯酚的显色反应

第十周演示乙醛的银镜反应

第十一周分组苯酚、乙醛的性质

第十二周分组乙酸乙酯的制取，肥皂的制取

第七章

糖类

油脂

蛋白质第十三周演示葡萄糖的银镜反应

第十三周演示葡萄糖与氢氧化铜的反应

第十五周分组葡萄糖、蔗糖、淀粉、纤维素的性质

第十六周演示蛋白质的盐析

第十八周分组蛋白质的性



九年级化学下实验报告篇四

暑去寒来，20xx年-------20xx年度就要过去了，回顾一年来化
学实验室的工作，有工作顺利的喜悦，也有遇到难题的困惑。
为了在新的.一年里，认真做好实验室的各项工作，现将化学
实验室的工作总结如下：

1、学校重视：这一年一开学，校长黄中华就召集理化生相关
老师，召开座谈会，传达县电教中心“关于做好理化生实验
考试的操作训练”的有关精神，摸底排查仪器药品的购量，
并要求后勤方面根据化学实验室提出的购置清单，立即购买，
本地买不到的就上报县电教中心，在开学第二周，理化生实
验操作训练就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许多现象和结论都需要利
用化学实验来观察、思考、得出。做与不做化学实验，对学
生的化学学科的学习影响很大。化学教师吴峰特别重视化学
实验操作，不管是课堂上的演示实验还是学生动手的分组实
验，他总是认真组织学生，不厌其烦地讲操作要领和注意事
项，使学生从一开始就能按规范来操作;课本安排几个实验，
就做几个实验，演示实验平时的训练也为化学实验操作考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学校近几年来，添置过一些药品，也添置过很多的仪器
和实验台、实验柜，在学校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能保
障化学实验室的配置，这样保证了化学课中的演示实验和分
组实验的进行。实验室各项规定齐全，帐、标、卡一一对应，
有时个别试剂的标签腐蚀烂了，实验员就及时更换，从没影
响过化学实验的正常进行。

一年来化学实验室顺利完成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中的训练任
务，圆满完成了平时的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尽管化学实验
室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我们从不灰心，从不怕费事，有时仪
器药品不凑手，我们就积极想办法解决，克服困难完成试验。



在新的一年了，我们决心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努力做好有
关化学实验的各项工作。

九年级化学下实验报告篇五

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而实验
室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化学教学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

二、常规工作

1、仪器室中的器材进行分科分类存放，定位入橱，做到存放
整齐，去用方便，用后复原，使账、物、卡三相符。

2、认真钻研业务，熟悉飞、本学期的教材和实验大纲，熟悉
各类器材的规格、性能、结构和使用方法。

3、协助任课教师开展一些学生的课外实验和科技探究活动就、
以及自主性实验探究活动。

4、做好教师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记录，总账册、登记册
做到有据可查。

5、做好器材的借还工作，完善各项手续，保证演示实验的正
常进行，做好分组实验器材的摆放工作，确保分组实验顺利
开展。

6、添足必要的实验器材，尽量满足教师的要求，使分组实验
做到2~3人一组。

7、掌握并认真做好一般仪器的维护和保养工作，使仪器经常
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8、及时做好实验室置购计划，做好新购器材的验收、登记和
保管工作。



9、经常向学校回报仪器管理，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认真
总结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10、开源节流，积极做好废旧器材的修理、整合、再利用工
作，完备器材及时清购和验收工作，力争花最少的钱办最大
的事。

三、实验室其他工作

1、坚持对实验室进行定期打扫，保证实验室的整洁和有序，
给师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实验场所。

2、不断提高自身理论和业务素质，经常阅读一些有关实验室
管理方面的经验文章及理论书籍，对实验者因违反操作规程
而发生事故的应急措施方法有较清晰的了解，保证使用实验
的安全有序进行。

3、定期向学生开放实验室，提高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和实
验操作，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能力。

4、切实做好实验药品、器材的管理工作。杜绝学生私自夹带
药品出实验室，同时规范器材的领借和归还制度，要求教学
实验后及时归还，为创建平安、和谐校园而努力。

5、配合学校做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

九年级下册

演示实验：

1、比较合金和纯金属的硬度

2、焊锡、锡和铅熔化温度的比较

3、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



4、蔗糖溶解

5、碘和高锰酸钾分别在水和汽油中的溶解

6、水和乙醇相互溶解

7、水和油形成乳浊液

8、三种不同组成的硫酸铜溶液的配制

9、两种溶质质量分数不同的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10、配制溶质质量分数一定的溶液

11、向溶液中加入酸碱指示剂

12、盐酸、硫酸的物理性质

13、浓硫酸的腐蚀性

14、浓硫酸的稀释

15、将水滴入浓硫酸的实验

16、氢氧化钠的物理性质

17、氢氧化钠的腐蚀性

18、氧化钙与水反应

19、盐酸、硫酸、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钙溶液、蒸馏水和
乙醇的导电性

20、碳酸钠与盐酸反应



21、碳酸钠溶液与澄清石灰水反应

22、聚乙烯塑料的热变化

分组实验：

1、酸的化学性质

2、碱的化学性质

3、中和反应

4、用ph试纸测定一些液体的ph

5、溶液酸碱度对头发的影响

6、粗盐的提纯

7、区分氮肥、磷肥、钾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