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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现阶段初中生物教学分析部分中学对该科目并未重视且在

生物实验上也不想投入过多资源，因此学生可根据教学大纲自行

完成的生物实验有限，甚至在仅有实验环节，实验设计及相应
准备都由教师完成，学生并无参与度可言，仅是按照教师演示

步骤机械化重复将实验报告完成即可。如此进行实验，学生并

无太大兴趣，通常是盲目性完成任务，无法提升实验技能，因
此该教学方式下并不利于学生养成创造性思维。针对该教学问题

各初中院校应加以重视，在原有生物教学方式上进行创新，提

高生物实验教学质量。
1  激发学生生物课程求知欲

通常学生对生物课程无明显学习兴趣原因是初中学生群体对

该课程趣味性以及实用性感知较弱，因此常认为生物学习属于被
迫进行。而对正处于初中阶段学生来说，此时对新鲜事物好奇心

较重，因此教师可对该性格特点加以利用，并通过多元化方式促

使学生对生物知识产生兴趣，其根本原因则是知识探索具有一定
诱惑力，教师成功几率也会较大。从人性角度分析，求知欲属于

人类渴求获取文化知识的心理状态；而好奇心则是对各种新鲜事

物产生兴奋情绪并进行实际探究的行为，因此具有极强求知欲和
好奇心是进一步推动初中学生创造性思维养成的内在动力，更是

培养该项思维能力的关键和前提所在[1]。鉴于该学习特点，教

师可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将各种最新生物学知识对学生群体进
行普及，让学生明确生物学知识并不仅是教材内容和科学研究，

而是与生活各项事物紧密相关。通过简短的生物课堂探索时间，

以此将学生兴趣全面激发，进而提升该课堂教学质量。
2  营造自由、平等学习氛围

据研究表明自由平等的学习氛围，可有效激发学生创新潜

能，但创新潜能并不代表创造性思维，因此教师需通过生物实验
教学将初中学生内在潜能转化为实际创造思维和现实创新力，而

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教师需要在课堂上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传统

初中生物课堂教学更注重理论知识传授，教师事先将所有生物知
识固定并系统性进行教学，对学生群体评价和日常奖励也往往依

托于对教材本身的知识理解，但此教学方式过于固定并不利于学

生创造性潜能发挥和相应能力养成。而为改善这一教学现状，教
师应积极营造生物实验教学氛围，打破传统课堂局限性。例如，在

讲述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时，教师可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感受

人与自然的相处奥妙，此外生物知识大多与各种自然生物结构、
生理、形态有关，而教师却不能经常带领学生开展实验和户外课，

此时教师可将各种模型、植物根系等带进课堂，供学生观察和分

析[2]。而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意较为顽皮、问题较多的学
生群体，通常该类型学生具有良好创造性潜能及创造性思维，教

师的处理方式应尽量避免严重指责，需要以引导为主多对其进行

鼓励和赞扬，以保护初中学生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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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过程中学生可自行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在此环节初中学生群体可积极开拓个人思维并初步养成科学态度与探究能力，因
此如何在初中生物课程教学中大力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是当前各初中院校重点研究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创
造性思维的培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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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设教学疑点，拓展思维
课堂设置疑点是激发学生思维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该方式

可有效激励学生进行全方位思考。因此则要求初中教师在生物实验

教学环节对生物知识间的多样化联系能够全面掌握并分析，同时也
应从学生实际状况出发，挖掘生物学科思维价值，严格遵循生物学

思维规律和特点，充分保证相关生物问题具有启发性且合理恰当以

此激发初中学生群体创造性思维。除此之外，生物教师应采取多元
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实验、观察、归纳、分析、联想、比较等方

法，主动发现问题、提出并解决。在课堂疑点设置过程中，教师应

充分掌握疑点难度，避免过难或简单。初中阶段学生对实验和动手
操作更为感兴趣，因此教师可设置实验性质问题，例如“骨成分有

哪些、可用哪种方式进行实际验证”以此类型问题激发学生兴奋

点，促使初中生物实验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4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通过加强初中学生实践活动，可促使创造性思维快速养成。

实践活动可由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科技实践三个方面构成。首
先教学实践是激发学生创造能力的关键性途径之一，该实验可在

实验室进行，教学实验主要依托于生物教材中的各项实验，通过

对实验方法及实验材料进行全面讨论，并仔细观察实验对象，对
最终实验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以此增强初中学生推理判断和逻

辑思维能力[3]。以茎的输导功能为例，该实验通常需要学生自

行利用现有条件开展实验，在此实验要求下学生实验方法多有不
同，但同样也得出了相应结论。而社会实践活动和科技实践活动

则是对教学实践的最终补充，该类型实验可利用各种假期引导学

生观察生活事物，并根据学生个体差异性布置不同实验任务，要
求学生积极开展创造性活动使其在各项活动中开阔自身视野，增

长见识。与此同时通过实践学习生物知识，学生也可对生物实用

性重新定义并增加生物知识学习认可度。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环节，通过激发学生生物

知识求知欲，营造良好学习氛围，设置相关知识疑点，引导学生
参与各项实践活动等方式可有效培养初中阶段学生创造性思维，

并使学生成长为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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