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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激发出学生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心理、
丰富想象力以及不断创新的逻辑思维创新，不仅有助于学生创新
人格的养成，还有助于学生勇于探索求知、敢于大胆尝试、积
极创新创造能力的形成。同时，所谓创新人格实际上是指帮助
创新活动可以顺利开展的独特个性品质，其也是形成创新创造的
核心素养。而开展地理实验教学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探究活动，
由于其是在真实情境中开展的实践活动，在实际教学过程之中地
理实验不仅具有多重变化还具有可创造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
操作、积极探索以及创造创新能力的形成。

1  借助实验方案的改进活动，全面培养初中生形成创新
的坚定意志品格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让其从执行者、观摩
者逐渐转变为实验方案的实施者、策划者和设计者，这样让学生拥
有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创造的自由空间的同时，还能够让学生不受拘
束的思考，充满无限实验动力，想象力、和灵感自然而然的生成，
从而形成新的创新设想。对实验方案进行多方面改造，需要打破原
有方案的限制，设计出一份实验方案需要学生从头开始做起，具有
较大困难，这样不仅可以激发起学生的好奇心理，还能激发出学生
的好胜心理，有助于培养初中生良好意志品质，鼓励学生从多维角
度独立思考开展新实验，最终形成专属于自身的独创实验成果。基
于此，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原有实验方案上进行改动，也可以让学生
重新设计实验方案，鼓励学生大胆提出假设，主动动手开展实验，
并针对一系列问题展开质疑与反思，例如，实验目标是否具有科学
性、实验现象是否明显、所选用的仪器设备是否合理以及提出的设
问是否准确恰当等，在实验过程中，不断变换实验视角有助于学生
创造出更具科学合理性的实验方案。在学生设计或者改进实验教学
方案的过程当中，教师需要不断鼓励学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思考、
勇于探索求知，针对自身观点敢于大声辩论，据理力争，还需要注
重培养初中生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例如，在开展“水土流失”实
验教学之前，教师先为学生介绍已经设计出的实验方案，并介绍此
次实验需要用到的实验装置，随后教师可以先同部分学生展开“预
实验”，“预实验”完成后，鼓励学生勇往直前、不怕困难，并结合

“预实验”得出的实验情况进行大胆质疑，在独立思考过后，积极
主动的提出自己关于本次实验的新设想，同时亲自动手将原有实验
方案进行合理改造[1]。

2  借助具体实验操作以及实验生成过程，全面培养初中
生二次创造能力的形成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需要学会放手，让学生直接面对充满
着无限变化的实验情境和较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能够激活学生
自身独特的实验体验和创新灵感;还能够通过教师营造出的民主教
学氛围，激发出学生自身丰富的想象力，鼓励学生积极探索，不
再墨守成规，支持学生的“自作主张”，积极开展新的实验探索，
从而设计出科学合理化的实验教学活动。但在此过程中，教师需
要注重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尊重实验产生的客观现象。对于大部
分开展的地理实验而言，由于实验过程较为复杂、存在较多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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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实验过程中若出现微小变化都会影响实验结果，从而得出
与预期截然不同的结论，然而“异常”现象的产生是实验过程中必
然产物，可以反映出事物自身客观上的本质，甚至因为其具备的特
殊性还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好奇心理。作为教师，其必须尊重存在的
客观现象，并借助客观规律这股东风启发或调动初中生利用已学知
识和已有实验经验进行溯本求源，同时通过实验现场或者课后实验
对设计出的实验方案进行优化，并借此培养初中生发现问题的敏锐
度、看待问题的客观性、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第二，赏识学生对于实验的独特见解。在实验的操作或者
观察过程当中，学生有时会突发奇想，这些想法的提出可能并不是
其动脑思考深思熟虑后的想法，有些想法甚至过于异想天开，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些想法大部分是学生灵感的瞬间迸发、是学生自身真
实的体悟。教师并不能急于否定学生的想法，而是应充分赞赏学生
这些奇思妙想，不断鼓励学生勇于探索求知，不要畏惧实验过程中
出现的困难，教师需要想方设法引导出学生脑海中更多的实验猜
想，从诸多实验猜想中选择出具有实验价值的想法，对实验现象直
接进行验证，从而创造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地理实验方案。例如，在
实验教室演示小组实践操作实验时，余下学生需要认真观察实验、
并对实验展开积极讨论，还要勇于质疑教师课前精心设计而出的地
理实验方案。教师不能对学生提出的想法不予理睬，而是应该给予
学生充分的肯定，并重新动手实验与学生共同认真观察实验并对其
中存疑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例如，所谓水土流失，其主要是指土
壤受到侵蚀，在实际称重时，不应将水的质量包含在内。各个实验
小组拿出电子产品，借助互联网平台查阅各种资料，对水土流失的
具体含义展开讨论，讨论过后各实验小组达成一致，其认为土壤侵
蚀与本次实验的想法更加符合，随后继续讨论并融合，将课前提出
的方案步骤“称量水土并采集盆中泥沙和水二者的总质量”修改成

“观察水土并采集盆中存在水体的实际浑浊程度，等待泥沙沉淀过
后，认真观察其实际厚度，并利用细纱布对泥沙进行过滤并称重”。
在二次创造的过程之中，学生不断升级、创新，这对于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2]。

结语：综上所述，对于学生而言，在学以致用的过程当中，
不仅需要学生勇于探索、认真求证，还需要其敢于质疑，并通过动
手实践对实验结论再次理解、再次创造，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解
决棘手问题的创新能力，还能不断引导初中生立足于主体，分析、解
决人地存在的关系，有助于培养初中生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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