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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使用显微镜要从上到下使用，
先上升镜筒，然后转动转换器使低倍
物镜对准通光孔，转动反光镜对准光
源，安放玻片调焦观察。使用完毕恢
复到实验前状态，仍然是从上到下收
显微镜，先上升镜筒，取下装片放在
实验台上，然后转动转换器使两个物
镜偏向两旁（呈外八字），下降镜筒至
最低处，一手握镜壁一手托镜座送回
原处。

2.注意显微镜三种初始状态（实验
完毕必须恢复到实验前状态）。

用显微镜观察洋葱鳞片叶表皮细
胞；用显微镜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
显微镜初始状态：镜筒最低、物镜镜头
外八、反光镜垂直、最大光圈对着通光
孔。

显微镜的对光。显微镜初始状态：

镜筒最低、物镜镜头外八、反光镜垂直、
最小光圈对着通光孔。

用显微镜观察单子叶植物茎横
切。显微镜初始状态：已对好光（目镜、
物镜、通光孔、反光镜在一条直线上），
物镜前端离载物台大约2厘米。

3.正确制作临时装片，临时装片的
制作一般分为以下步骤。

擦：用洁净的纱布把载玻片、盖玻
片擦拭干净（不能忘擦盖玻片）。

滴：在载玻片的中央滴一滴清水或
生理盐水或酵母菌培养液。

取材：取洋葱内表皮、叶片下表皮、
番茄果肉或人的口腔上皮细胞。

盖：要用镊子夹起盖玻片，使其一
边先接触水滴边缘，然后缓缓放下来，
避免产生气泡（不要用手拿盖玻片，不
要平放盖玻片）。

染：需要染色的洋葱内表皮、酵母
菌培养液和人的口腔上皮细胞要从盖

玻片的一侧滴加染色剂，用吸水纸从另
一侧吸引（不要把染色剂滴在盖玻片
上）。

4.要求指认结构和汇报的试题，步
骤要规范正确，吐字要清晰，能完整说
出现象、原理和结论。

易错点

1.显微镜不能单手取镜，不能在实
验台表面拖拽。降低镜筒时眼睛必须
在侧面看着物镜缓缓下降。在对光或
是观察物像时一只眼睁开，另一只眼不
能闭合。转动转换器时，不能用手掰动
物镜。对光的时候，不能用高倍镜对
光。

2.在制作临时装片时，需要用纱布
擦拭载玻片和盖玻片。根据实验材料
的需要，在载玻片上滴加清水或生理盐
水时一定要分清楚。

备战理化生实验
打好中招第一仗

本报记者 李杨

2017年中招考试的序幕即将拉开。今年我市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时间为4月1日至

30日，满分30分计入中招总成绩。在最后的备考时间里，各个学科该如何复习和练习？考试

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成为了学生和家长十分关注的话题。为了帮助中招考生更轻

松地应对理化生实验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学科的资深老师，他们从备考训练、各学科实验操

作注意事项和易错点等方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希望可以帮助考生取得好成绩。

“理化生实验作为中招考试的第
一仗，每个学校、每位考生目前都在积
极备考。这 30分不仅仅是分数的体
现，更多的是为自己加油助威，是对自
己自信心的有力考验。”郑州中学初中
部化学教研组长、教务处副主任邓海
伟介绍说，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主要考查学生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
仪器的选择和组装、实验现象的观察，
考试时间为 15 分钟，考试试题有 12
套，按照A类B类组合好试题，每套试
题含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项目各
1个。考生考试的试题采取随机抽取
的办法来确定。

对于理化生实验考试该如何备
考，邓海伟表示，考前备考训练大致
可分为三个环节：“分科练习—组装
练习—模拟考试”，每一个环节的目
的、要求、注意事项各不相同。

首先是分科练习，即把物理、化
学、生物实验分开，放在各科对应的实
验室单独练习，目的是熟悉基本的操

作步骤，便于学生和老师对细节的把
握，要求考生对单独的一个实验步骤
和评分细则要非常清晰，注意对易错
点的把握。

而在组装练习中，要严格按照中
招的试题要求，把理化生三科对应的
实验放在一起练习，在规定的时间内，
独立熟练地完成实验，目的主要是熟
悉试题结构，便于对试题难易程度和
时间的把握，其中尤其要注意大、小实
验时间的合理分配。

最后就是要进行模拟练习了，即
按照中招的流程：抽号—准备—考试
打分各环节来进行练习。主要是为了
让考生熟悉中考的考试模式，能在真
正考试时以更加平静的心态参加。

邓海伟还建议各位考生，要想在
备考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试
一试按照“想实验（基本原理步骤）、说
实验（结对子说基本步骤和得分点）、
看实验、做实验、反思（归纳易错）”的
步骤来进行。

各学科实验操作要点

注意事项

1.判断托盘天平的横梁是否在水
平位置平衡，双手拿着底座，将天平放
在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砝码盒放在离
右盘较近的地方，然后左手按着天平的
底座，右手用镊子拨动游码归零，正视
分度盘，只要指针离开中央刻度线左右
摆动的格数相等，就可判定横梁在水平
位置平衡了，不必等指针静止下来再判
断，这样做既安全又快捷。

2.在读数时，视线要与测量工具上
的刻度面盘垂直。对于量筒，不要拿起
量筒读，要将其放在实验台上，考生蹲
下平视读数，视线要与所装水凹面的底
部（最低处）相平；对于刻度尺，要读到
分度值的下一位，其余测量工具按“就
近原则”读数，即离哪条刻度线近就读
哪条刻度线所代表的值。

3.表格的栏目中有物理量的单位，
在表格中填数据时就不要再加单位了；
在计算灯泡的电阻和盐水的密度时，若
除到小数点后第二位还除不尽时，则要
除到小数点后的第三位且对此位进行
四舍五入，即对最后的结果保留两位小
数。

4.在测圆形金属片的直径的实验

中，先观察刻度尺的分度值，并记录为
0.1cm（或1mm），然后用辅助法测量金
属片的直径：两个三角板的直角边卡住
金属片，让两三角板的另外的直角边紧
贴直尺的刻度边，再让左边三角板的直
角顶点放在刻度尺上 5cm（建议）的刻
度线处，两三角板直角顶点的距离就等
于金属片的直径，其测量结果一定要记
录到分度值的下一位且带上单位。

5.有的实验结论这一项在表格中，
请不要忘记填写，如：杠杆的平衡条件，
可写为“F1l1=F2l2”，也可写成“动力
乘以动力臂等于阻力乘以阻力臂”。

6.物理学科上整理器材的整体要
求是回归原位，所以提醒考生要在正式
实验操作前，先对照试题观察器材的摆
放位置和呈现的姿态，在实验结束整理
器材时要恢复原状。

易错点

1.在电学A类实验中，检查电路时
要再次确认滑动变阻器的滑片要移至
阻值最大端（电阻丝的一端）；若开关闭
合后，电路无任何现象（电流表、电压表
都无示数，灯泡也不亮），此时要断开开
关，自己检查电路：平头导线是否压紧、

平头和接线柱是否接触好，灯泡是否拧
紧，检查后再次闭合开关，若还无现象，
请监考老师处理，考生可做化学和生物
实验的操作，经监考老师检查确系物理
器材问题则不扣分；对于电流表的读数
要按指针就近原则，即不估读，如指针
指在 0.32A和 0.34A之间时，视线与刻
度盘垂直，若指针靠近 0.34A，则所测
电流值正确读数为 0.34A，读成 0.32A
就是错误的；在探究串联电路中的电流
规律实验操作中，若闭合开关后，发现
电流表指针晃动（左右摆动）时，要先断
开开关，触碰检查是哪个线头松动了，
若是器材接线柱松动，则请示监考老师
更换新的器材。

2.在测量盐水的密度实验中，要先
测盐水和烧杯（滴管在烧杯中，不要拿
出滴管）的总质量，其次往量筒（不准拿
起读）里倒整数毫升（如 50毫升）的盐
水，快到整 10毫升时，要用滴管（用法
同化学）悬空滴加，滴几滴再蹲下平视
读，若不小心滴到外侧或桌面上很多，
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可申请重滴加，得
到允许后，先将滴撒的盐水擦干，然后
该实验可从头开始做，实验整理时要将
量筒里的盐水倒回原盛盐水的烧杯中，
最后用抹布擦好实验台。

注意事项

1.走进实验室请注意教室黑板上
的提示，通常收集废液和用剩药品的处
理黑板上有提示，考点的废液和固体要
分开回收，一定要按要求操作。

2.一定要记得把试题上需要填空
的题目填上相应数据。

3.等发出考试开始信号时再动手
实验。如果遇到操作失误，可以重新把
这个步骤再正确做一次，评分以第二次
为准。如倒入量筒内的水超出了所要
量取的值，可以倒掉一部分，继续实验，
也可以倒掉重新做。如果在滴加液体
的时候，不小心把滴管伸入试管内，可
以向老师说明，然后正确滴加就可以
了。

4.用什么药品拿什么药品，取用后

及时放回原处；按规定用量取用；洗净
的试管倒放在试管架上；天平使用后及
时整理，游码归零。

易错点

1.倾倒液体时，瓶塞倒放，标签向
着手心。

2.取用固体时，试管一平、二放
（送）、三慢竖。

3.加热液体时，大拇指不能触碰试
管夹短柄。

4.滴加液体时，胶头滴管垂直悬
空，不能伸入试管内。

5.仪器连接时，由下到上、由左到
右。组装加热固体制气体的发生装置
时，无需检验装置气密性，无需将酒精
灯取下也不需点燃，酒精灯不能放在铁

架台上。
6.天平使用完毕后，游码归零。
7.读数时，必须将量筒放在实验台

上，蹲下读数，视线与液体凹液面最低
处保持水平。

8.鉴别碳酸钠溶液和氢氧化钠溶
液时，用稀盐酸不用酚酞试液。

9.配制氯化钠溶液实验，量取的水
和胶头滴管滴加的水都是细口瓶中的
水，不能取烧杯中的水（烧杯中的水只
用来清洗胶头滴管）。

10.用后的药匙、镊子要用吸水纸
擦，玻璃棒、玻璃片用后要清洗。

11.收集二氧化碳时，玻璃片半封
闭。验满时，不能把导管从集气瓶中移
出，燃烧的木条熄灭后才能移出导管。

12.向试管中倾倒液体，没有告诉
用量时，一般为2毫升，不要取得过多。

采访中，不少学科的老师表示，规
范的实验操作是拿满分的必要条件。
在操作考试中，监考老师是分步来计
分的，所以实验不仅要关注结果，还要
注重过程，考生一定要紧紧抓住扣分
点，这样才能避免无谓的失分。

郑州十九中物理教研组长郭国栋
表示，无论是备考还是考试过程中，都
要注重按步规范操作，把控好实验操
作的细节。要把每次的操作训练都当
成考试，珍惜机会，更要重视规则。以
物理学科电学实验（A 类）为例，他建
议考生按照“审→摆→连→检→测→
算→结→整”的先后顺序进行：“审”，
审清题的要求和操作步骤，观察器材
的原位置；“摆”，考试开始时，按电路
图摆放器材；“连”，可从电源的正极出
发，按逆时针依次连接各元件；“检”，
即检查电路，禁止闭合开关检查电路，
要从电源的正极出发，按顺时针依次
检查电路的连接，特别是确认滑动变
阻器的滑片一定移至阻值最大端；

“测”，闭合开关，进行实验的测量并观
察实验现象和记录实验数据，在改接
电路前要先断开开关再接电路；“算”，

断开开关，处理数据；“结”，填写实验
结论，字迹工整；“整”，整理器材，回归
原位，恢复原状。

“化学实验中一些同学无意中会
把胶头滴管平放或倒放，这些细节会
导致扣分。如果考试中有实验做错
了，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向老师申
请重做。当然，最好是平时把实验练
习得准确熟练，争取考试一次过关。”
郑州五中化学老师、市教研室化学学
科中心组成员张明表示，边看实验报
告边做实验，边做实验边填写实验报
告是实验成功的第一要素。

他还提醒考生，拿到试题后，可以
先回忆自己平时练习这些实验时的注
意事项。一般先做 A 类实验，再做 B
类实验。每一项实验做完，把该实验
相关的仪器再检查一遍，看是否有未
清洗的仪器，瓶塞是否盖上或天平游
码是否归零等细节，把该实验仪器摆
放整齐，开始下一项实验。使用结束
后，应整理好实验器材。需汇报实验
结果的要及时向老师汇报。实验全过
程要注意实验台卫生，所有用过的一
次性物品最后应放入垃圾桶。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学生对
实验考试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准
备。这就要求学生在平时实验练习的
过程中珍惜每一次练习机会，对于实
验的原理要非常清楚，实验过程要非
常熟悉，避免眼高手低，忙中出错。”郑
州七十三中生物教师、初一年级政教
处主任郑亮表示，备考首先要调整好
心态，不要过于紧张，也不要过于放
松。过于紧张容易导致失误，出现遗
忘实验过程和细节的情况，但过于放
松也容易导致实验时漫不经心、丢三
落四，同样会影响成绩。

他还提醒各位考生牢记“熟能生
巧”，要把握住每次实验操作练习的机
会，认真听老师讲解实验原理和过程，
并多加练习，对每个细节把握到位。
比如显微镜的使用，从取镜安放，到对
光以及观察玻片和收镜复位等，每个
环节都要非常熟悉并能熟练操作。

“进入考场，一定要沉着冷静，充
满自信，向监考老师微笑并问好，不仅

能给老师留下良好的印象，也能使自
己更加放松。”郑州四中生物学科实验
负责老师、理化生实验协调老师张玉
霞表示，实验操作考试其实并不是很
难，重在考查同学们的实验素养。从
排队抽号到进入准备室、实验室不要
紧张，不要想与考试无关的事，在没看
到试卷之前，不要随便猜题，按照平时
练习的要求即可。拿到试卷后，应仔
细审题，检查器材是否完好，看清理化
生器材放的位置，有需要更换的马上
向监考老师报告。考试过程中也不要
向监考老师询问自己的得分状况。

不少老师还提醒考生，考试过程
中难免有些失误的操作，这时候也不
要紧张。如果确定这个操作会扣分，
可以向老师申请重新开始这个实验，
经老师同意后，再进行操作。小的实
验要把整个实验重新做一遍，而对于
复杂的实验可以直接从出错的那一步
开始操作，同时要注意考试时间的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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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分
的

地
方
。

物
理
学
科
实
验
操
作
训
练
和
考
试
过

程
中
，要
注
意
测
量
工
具
的
正
确
使
用
、数

据
记
录
和
处
理
、实
验
结
论
、整
理
器
材
等

几
个
方
面
。
郭
国
栋
总
结
出
了
一
些
注
意

事
项
和
易
错
点
供
考
生
参
考
。

轻松面对

注重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