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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究
黄思敏

（广西田阳高中，广西 百色 533600）

摘要：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其中，实验教学是该学科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验课的成败不仅直接关系着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更关系着学生学科素养的形成、知识体系的构建、创新思维的发散以及探索精神的训练。长期以来，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大部分

教师早已形成了以验证性实验现象和培养学生实验技能的生物实验教学模式，实验教学往往以学生是否掌握或理解某一知识，或者某一

技能为重点，而忽视了学生对实验的态度与能力，尤其是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由于没有独立的实验要求，学生们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作为实验的观察者和验证者，而不是实验现象的发现者与探究者，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受到了影响，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

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高中生物实验教学进行相应的改革，探索出一条真正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

的生物实验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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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成为教育教学的大势所趋，因此，在高中生物实验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生物思维与创新能力，是顺

应时代发展之举，同时也是促使学生核心素养形成与发展的有效

措施。因此，创新生物实验教学方法，改善当前生物实验教学弊端，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及国家创新

型人才的培育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层面，在高中生物

实验教学中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很有必要。为此，我想谈谈自己

的一些看法。

一、培养创新意识

（一）于实验预习中培养创新意识

实验预习作为熟悉实验流程、开展实验的有效前提，往往很

容易被教师与学生们忽略。实验预习有利于让学生们熟悉整个实

验流程，洞悉实验目标，进一步把握实验现象的本质。因此，培

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也应从这一关键环节入手。

不难发现，在传统的生物实验教学模式中，学生们往往依据

教材，熟悉实验流程，记忆实验步骤、实验目的与实验器材。然

后直接将实验的内容一字不落地照搬照抄。虽然这样能在一定程

度上完成实验，但是“照葫芦画瓢”的实验教学形式对学生创新

意识的培养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

假设在预习过程中，学生就能多问几个为什么，对其创新思

维与创新性操作活动提出相应的要求，也能很好地为学生创新意

识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在“有机物鉴定”的实验过程中，

部分学生在预习时就发现，在还原糖鉴定过程中所用材料是较为

成熟的梨。如果学生们在这时提出产生质疑，如：为什么要用梨？

成熟的梨与其他梨有什么区别？梨是否可以用其他材料代替？一

旦学生有了这样的疑问，后续在苹果、梨等材料与班氏试剂产生

作用后，发现出现了红色的沉淀物，就能证明：还原性糖均存在

于这些植物中，更验证了“糖是生物体内主要的有机物之一”这

一观点，加深了他们对实验的认知。

另外，在预习过程中，学生们也应尽量回避实验结论，否则

会干扰思维。而学生也容易开阔想象，去尝试更多可能性，发现

新问题，对明确实验内容、流程的基础上，利用所学更好地有所

创新。

（二）于实验模式中培养创新意识

在高中阶段的多数生物实验教学中，其类型可大致分为技能

型实验、验证型实验与探索型实验，其中探索型实验开放性较强，

因此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很大帮助。从这一层面出发，我们

在开展实验教学时，也可以立足实际情况，尽量将实验多以探索

型实验为主推进。

例如，在“发现生长素”的实验中，纵观绝大部分教师的实

验教学，很多教师往往将该实验的结论与过程直接单向式灌输给

学生，让他们依据教材内容去记录，往往导致学生一知半解。因此，

我们可以以探索型实验的方式开展教学，抛出问题：

1. 接受光的刺激后，小麦幼苗为何会发生弯曲的现象？

2.观察实验，在胚芽尖端被切除后，为何小麦幼苗不易弯曲？

3. 带上锡纸的小麦幼苗为何也不易发生弯曲？让学生由问题

出发，开阔思路，在实践探索中得到答案。

（三）于实验结论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由于实验模式的改变，学生的参与性与主动性也会逐渐增强。

他们对知识来龙去脉的掌握也会更深刻。这样说来，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与发现，有继承也有创新。很多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对其

中所出现的问题或者与教材结论不一致的现象，往往都会采取置

之不理的态度，在参与完整个实验流程后，直接将实验结论照搬

照抄上去，显然，这对学生在知识理解与创新思维培养上没有任

何实质性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学生根据实验，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

然后思考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或者在实验过程中出现错误的原因，

如何改进能更让实验更流畅等，意在鼓励学生们不要拘泥于教材，

多多尝试不同的方法得出结论，更希望他们在对实验的解读中，

发现新知。这样，在同一个实验中，学生们才能更加开阔思路，

形成一定的创新意识。

例如，在“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实验中，每一个环节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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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稍一出错，实验结果就会不准确，

特别是在实验材料的准备上，不少同学说“同一个洋葱上的根尖，

也会产生不同的试验效果，但是，只有五厘米左右的根才能让实

验效果达到最佳”。而学生们也会顺着这一思路，尝试“五厘米

左右的跟如何培养”这一问题。而教材上提供的方法则较难达到，

但为顺利进行实验，学生们也会去尝试其他的方法，这也是创新

意识的表现。很多学生结合教材提供的要求，尝试用刀片切掉洋

葱的固有跟盘，刺激洋葱裸露在外的根细胞生长，几天后得到了

符合实验要求的跟。在得出实验结论后，引出新思路，探寻书本

上没有的方法，这也是创新意识的体现。

二、培养创新思维

（一）培养观察能力，打开创造之门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也是建立在新发现的基础上。而发现

则需要学生具备一双会观察的眼睛。毋庸置疑，观察在实验中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不仅要让学生学会观察，而且

还要在掌握一定的观察方法基础上，灵活根据实验现象、活跃思维，

进而开展创造性的活动。而生物实验又是一个集观察能力与动手

能力结合的过程，不管是在演示型实验、探索型试验还是在验证

型试验中，没有观察就得不到有效的结论，也无法以此展开论证。

为此，在开展生物实验教学时，我们首先应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使其具备一定的观察意识，这样，学生才能在实验过程中认真、

细致的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其次，我们还要让学生具备正确的观察态度，这不仅是正确

对待实验的有效前提，也是提升实验观察效果，得出有效结论的

重要依据。只有学生具备了正确的观察态度与一定的观察方法与

技巧，对实验对象进行综合且全面的观察，确保实验结论的精准性。

（二）鼓励积极求异，发展独特思维

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与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大部分教师在

开展实验教学时，很难避免示范性教学，即教师指导学生按教材

内容或教师思路，让他们模仿实验教学步骤去开展实验。但是这

样一来，即使学生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也很难抛开固有思维的

限制去分析实验现象。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虽然学生们掌握了一定的实验经验，但

严重影响了学生们创新思维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鼓励学生

以创造性实验学习生物，还要鼓励他们敢于尝试。这样不仅会加

深学生对实验操作的印象，也会发展他们独特的创造性思维。

（三）给予思考时间，审视自我判断

实验研究表明，当教师在告知学生一定的方法与结论时，学

生们往往会顺着这一思路开展学习活动，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学

生创新思维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实验教学中，尽量要避免告知

学生如何进行实验、实验结论是什么而让他们去探索实验现象，

也不能急于对学生的结论盖棺定论。

教师在设计整个实验教学时，可以从问题为出发，以此为实

验教学的先导。例如，在抛出一个问题后，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

时间，让他们真正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有所把握，进而在讨论

或者其他方式中得出判断。之后，根据学生的判断展开讨论，在

互动过程中，了解学生的思考方式，给予针对性的点拨，鼓励他们，

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这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大有裨益，也有

利于调动他们对生物实验学习的积极性。

（四）聚焦学生思维迁移，引导学生变通

站在客观角度来说，科学史上的众多发现与发明，往往都来

自于想法的移植。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

变通的思维品质，注重引导学生将知识进行迁移，有助于其思维

的发展与跳跃，在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中促进新知识的发现。引

导迁移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的路径之一，不仅可以防止学生

形成思维定势，而且在面对同类问题时，学生们也能从其他事物

上获得灵感，开阔思维。

（五）激励学生转换思维，鼓励学生想象

想象力也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又一有效助力，换言之，学生具

备了一定的想象力，会对实验现象有更多的解读，达到了深刻理

解实验现象与实验原理的目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要

不断激励学生学会变通、学会想象，不唯书不唯上，转换思维，

寻求答案。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生物实验教学对学生理解生物知识，开阔生

物视野，培养生物思维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上。我们要借助实验教学这一有效载体，在核心素养指导理念下，

从多角度、全方位的创新生物实验的教学方法，不断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

从现阶段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来看，他们对人才的标准也由“知

识型”向“智慧型”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也成为了当前教

育教学的大势所趋。21 世纪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时代，其对生物

学科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从学科教学、人才培养与国家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探索

生物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举措，还要在长期的实

践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迎接机遇与挑战。

更为关键的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过程中，让学生具备

一定的创新意识与发散思维，更好地指导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

也推进生物实验教学向高目标、高水平发展，实现为社会输送源

源不断的创新型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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