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实验报告分析题及答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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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和
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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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一）从促进学生发展出发制订教学目标

传统的化学教学片面强调知识和技能目标，忽视了全面提高
学生的科学素养。为此，要领会课程改革的思想，贯彻本
（标准》的具体要求和建议，必须把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
趣、提高科学素养放在首要的位置。在教学中，要注意引导
学生认识物质及其变化的规律，使他们通过探究实践初步体
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探究，发展探究能力。在制订教
学目标以及实施教学时，要全面考虑“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的课程目标。

要把握好化学知识与技能的教学目标。化学概念教学不要过
分强调定义的严密性，要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发展性和
学生的可接受性。例如，在教学中开始出现酸类物质时，不
要急于给“酸”下严格的定义，只说明“像硫酸、盐酸这样
的化合物属于酸”即可。原理性知识教学要与元素知识相联
系，做到深入浅出，防止出现偏重思辩和过深、过难的现象。
元素化合物知识教学要重视基础性和实用性，注意联系实际，
纠正传统教学中让学生死记硬背的.简单做法。化学计算教学



要让学生体会从量的角度研究物质及其化学变化的意义，避
免繁琐的数学运算。化学实验技能教学要从实际出发，有计
划、有步骤地在学生的实验活动中予以落实，防止形式主义
或过高的专业化要求。

在设计教学时，要对各方面的教学目标进行整合，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教学的整体安排。

（二）努力创设生动活泼的学习情景

创设学习情景可以增强学习的针对性，有利于发挥情感在教
学中的作用，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习更为有效。在创设学
习情景时，应力求真实、生动、直观而又富于启迪性。

演示实验、化学问题、小故事、科学史实、新闻报道、实物、
图片、模型和影像资料等等，都可以用于创设学习情景。例
如，在有关“元素”教学中展示地壳、海水和人体中的元素
含量表；在有关“化学材料”的教学中展示古代石器、瓷器、
青铜器、铁器以及各种现代新材料的图片或实物；在有
关“环境保护”的教学中组织学生观看有关环境污染造成的
危害的影像和图片资料等。教师也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富有
思考性和启发性的问题，如“为什么在新制的氧化钙中加入
水能煮熟鸡蛋？”等来设置学习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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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6个步骤：

1）：实验目的，具体写该次实验要达到的'要求和实现的任
务。（比如说，是要研究氢氧化钠溶液中加入硫酸铜溶液的
反应状况）



2）：实验原理，是写你这次实验操作是依据什么来完成的，
一般你的实验书上都有，你总结一下就行。（就可以用上面
的反应方程式）

3）：实验用品，包括实验所用器材，液体和固体药品等。
（如酒精灯，滤纸，还有玻璃棒，后两者用于过滤，这个应
该是要的吧。）

4）：实验步骤：实验书上也有（就是你上面说的，氢氧化钠
溶液中加入硫酸铜溶液生成蓝色沉淀,再加热蓝色沉淀，观察
反应现象）

5）：实验数据记录和处理。

6）：问题分析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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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目的：

1.学会化学方法提纯粗盐，同时进一步精制成试剂级纯度的
氯化钠提供原料．

2.练习天平的使用，以及加热、溶解、过滤、蒸发和结晶、
干燥的基本操作．

3.体会过滤的原理在生活生产等社会实际中的应用．

二、实验原理：

三、实验仪器和药品：

四、实验操作：



五、实验总结

2.蒸发前为什么要将粗盐溶液的ph调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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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有机物的分离和提纯是学生在学习有机物时常见的
一种题型，考查的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灵活应用、融会贯通，
下面谈谈我对有机物分离和提纯的一些认识。

一、有机物分离、提纯的一般思路

首先应弄清是物质的分离还是物质的提纯；然后分析混合物
中各组分的性质；最后判断出用什么方法进行分离或提纯。
若混合物尚不能直接采用某种方法进行分离或提纯，要采用
必要的措施将混合物转化为可直接用某种方法进行分离或提
纯的状态。

二、有机物分离、提纯的基本要求

混合物的分离，即让混合物中的各组分各自独立开来，获得
若干种具有一定纯度、有保值价值的物质。对混合物进行分
离，要做到：原理正确，操作简单，少用试剂，量不减少，
纯度合格。

混合物的提纯，即将混合物中的杂质除去而使主要成分(非杂
质)达到一定的纯度保留下来，混合物的提纯又叫做物质的净
化或除杂。对混合物的提纯，要做到：原理正确，操作简单，
少用试剂，(主要成分)量不减少，保护环境。或者用科学简
单的方法将杂质转化为主要成分。

三、有机物分离、提纯的方法

有机物分离和提纯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物理方法，物理方



法主要是根据物质的物理性质(如熔点、沸点、密度、溶解性
等)不同，可采用蒸馏、分馏、萃取、过滤、盐析等方法进行
分离；二是化学方法，化学方法一般是加入或通过某种试剂
进行化学反应，使欲分离、提纯的`混合物中的某个或某些组
分被吸收、洗涤，生成沉淀或气体，或生成与其它物质不相
溶的产物，再用物理方法进一步分离。

四、有机物分离和提成中常见的几种错误及剖析

1、用酸性kmno4溶液除去乙烷中混有的少量乙烯

剖析：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可以把乙烯氧化成co2,虽然除去了
乙烯，但是乙烷中又混入了co2,因此又必须选用碱液或碱石
灰去除去co2。

正确方法；可以将混合气体通入盛溴水或盛溴的四氯化碳溶
液的洗气瓶除去乙烯(乙烯与溴单质发生加成反应，乙烷不反
应)。

2、用酸性kmno4溶液除去苯中的少量甲苯

剖析：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可以把甲苯氧化成苯甲酸，苯甲酸
在苯中的溶解度远远大于在水中的溶解度，因此用酸性高锰
酸钾溶液处理不能达到分离的目的。

正确方法：先用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处理，再加入稀naoh使苯
甲酸转换为苯甲酸钠进入水层，再用分液漏斗分离。

3、用滴加溴水的方法除去苯中的少量苯酚

剖析：苯酚虽然可以与溴水反应得到不溶与水的三溴苯酚，
但是三溴苯酚易溶于苯，从而形成混合溶液无法分离。

正确方法：向混合溶液中加入适量的naoh溶液，使苯酚转化



为易溶于水的苯酚钠，使溶液分层，再分液除去。

4、用蒸馏法除去乙醇中水

剖析：虽然乙醇与水沸点不同，但是二者加热时均挥发，蒸
馏时仍形成混合物，直接蒸馏达不到除杂的目的。

正确方法：可以向混合物中先加入生石灰，再蒸馏分离。

5、用蒸馏法除去乙醇中混有的乙酸

剖析：虽然乙醇与乙酸沸点相差较大，但是二者均易挥发，
蒸馏时形成恒沸混合物，直接蒸馏达不到除杂的目的。

正确方法：可以向混合物中先加入生石灰，使乙酸转化为乙
酸钙(沸点较高),再蒸馏分离。

6、用浓硫酸并加热除去混在乙酸乙酯中的乙酸和乙醇

剖析：虽然乙酸和乙醇在浓硫酸共热的条件下可以反应生成
乙酸乙酯，但是酯化反应是可逆反应。因此，用浓硫酸加热
的方法达不到除杂的目的。

正确方法：乙酸乙酯不溶于水，乙醇和乙酸易溶于水，因此
可以在原混合物中加入饱和的碳酸钠，再用分液漏斗分离即
可。

7、除去溴乙烷中的乙醇

剖析：溴乙烷是密度比水大、不溶于水的卤代烃，而乙醇是
易溶于水的有机物，因此可以利用二者物理性质上的不同，
采用合适的分离方法进行分离。

正确方法：在混合液中加入水，振荡，分液。



8、除去溴苯中的溴

剖析：溴苯是一种不溶于水的卤代烃，而溴易溶于溴苯，用
稀naoh溶液洗涤混合液，分液，可得到溴苯。

正确方法：在混合液中加入稀naoh溶液，振荡，分液。

有机物的分离和提纯是中学化学实验中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实
验内容。解答这类试题时，一般先弄清实验目的，再分析所
依据的实验原理，按“杂转纯、杂转沉、化为气、溶剂分”
等方法，做到“不增、不变、易分”,从而真正使学生能够对
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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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目的：

1.巩固减压过滤，蒸发、浓缩等基本操作；

2.了解沉淀溶解平衡原理的应用；

3.学习在分离提纯物质过程中，定性检验ca、mg、so4等离子
是否除尽。

三、实验原理：粗盐中，除含一些不溶性杂志，还含
有ca、mg、so4和fe等可溶性

法除去，然后蒸发水分得到较纯净的精盐。

2—naoh,na2co3法

（1）除so4，加入bacl2溶液

ba+so4=baso4



（3）除co32-，加入hcl溶液

co3+2h=h2o+co2↑

四、实验仪器与药品

五、实验装置

2-2+2+2-2-2+2+2-3+2+2+2-

六、实验步骤

1.准备实验仪器

2.洗涤

先用洗衣粉水刷洗，再用自来水冲洗，最后用蒸馏水冲洗。

3.称量粗盐

调零，在左、右盘中各放等质量的称量纸，取粗盐称得10.0g。

4.溶解粗盐

将粗盐转入烧杯，加入5ml蒸馏水，用玻璃棒搅拌，放在三脚
架上加热溶解。

5.过滤

将滤纸折成圆锥状，置于漏斗中，用蒸馏水润湿，用玻璃棒
将气泡赶出。

6.加入bacl2溶液



待滤液液沸腾，边加边搅拌。

7.静置

继续加bacl2溶液，直至溶液不再变浑浊。

8.加入naoh—na2co3

待滤液液沸腾，边加边搅拌，用ph试纸检验，直到其值为4

9.过滤

10.纯度检验

称1.0g粗盐，溶解，取一定量于两小试管中，一支加入naoh、
镁试剂，无天兰色沉淀；另一支加入ch3cooh、(nh4)2c2o4，
出现白色沉淀。取过滤好的溶液，同样操作，一支无天兰色
沉淀，另一支无沉淀。

11.蒸发、结晶

加热蒸发滤液，不断搅拌至稠状，趁热抽干转入蒸发皿蒸干。

12.称量

冷至室温，称得8.6g.

13.计算产率

产率=(8.6/10)*100%=86%.

七、实验现象及原因

2.向第二次过滤后的滤液加入naoh—na2co3溶液时，溶液变



浑浊;

3.蒸发结晶时，发出“噗噗”的'响声。

八、实验误差分析

系统误差：加入的盐酸和氢氧化钠引入了氯化钠。

操作误差：转移过程中的遗失。

九、实验心得

实验之前做好充分预习，大致推测在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原因，分析各个步骤的内在原因，理清思路，做实验时就能
顺理成章。在检验钡离子是否除尽时，本应取少量离心，但
实验中只是粗略的看上清液是否还产生沉淀。学会观察，才
能发现问题，懂脑筋思考、进而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
在看似平常的现象中找到隐含的知识点，才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