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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探究性实验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周德秀

（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猴场独立示范性实验学校，贵州 黔南州 558100）

摘要：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将化学教育与创新教育整合在一起成为教师需要关注的一大重点内容。在化学学科，化学实

验是基础，将化学实验与创新教育结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本文重点剖析在初中化学实验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具体对策，从而

提升初中化学学科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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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于整个民族来讲都至关重要，它是国家前进的内在动

力。当代社会，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是教育重点的内容，应时而生

的创新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创新思维是一个概

述性的内容，它将思维素质、思维心理、思维形式、思维环境和

思维效果等内容整合在一起。在化学学科的创新教育中，教师需

要借助化学学科本身具有的特点，即化学实验来进行创新教育，

让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多思考、多想、多观看，从而培养他们的

创新能力。下面笔者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谈一谈在化学实验中

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一、寻找化学实验与创新教育的契合点，有效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

在化学实验中，教师需要挖掘其中蕴含的创新内容，并将其

作为依据设计出能够诱导学生创新思维的实验内容。一般来讲，

教师可以从这两方面下手，去寻找创新内容。

（一）以教材对实验的叙述型描述为依据，设计创新实验

化学教材中有很多用语言描述化学实验的内容，教师提起

对这些板块的重视程度，并以此为模板来设计全新的化学创新

实验。

例如，在讲解“氧气的制取”这部分化学知识的时候，教师

为学生设计了一系列的探究实验。首先教师为学生创设情境，现

在有两种化学物质，即高锰酸钾和过氧化氢，还有两套设备。试

问如何选择配套的原材料和实验设备来制取氧气呢？学生们在经

过一系列的探讨以及对教材的研读后，发现在教材之中有对于不

同原材料设备选取的详细内容。学生通过对教材的深入解读，发

现高锰酸钾需要加热条件，但是不需要催化剂就可以完成，而且

因为温度不同，制成的氧气量也不稳定。过氧化氢不需要加热，

但是需要催化剂作为条件。在二氧化锰催化剂的影响下，过氧化

氢可以很快分解成为氧气。二者的条件不一样，在选择设备的时

候也要进行适当的考量。

在这个探究实验的案例中，教师便是以教材为基础，设置了

一系列的问题，并且为学生设置了很多灵活性较高的问题。这就

需要学生充分地开动脑筋，打破既定的思考方式，从而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同时，在化学实验的引导下，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

更高。

（二）在教学环节设置与实验相关的问题，培养学生的质疑

思维

正所谓提出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教师在教学环节要培养

学生善于提问、勇于质疑的习惯，从而引导他们进行深入思考。

质疑是学生创新思维培育的一种有效手段。不过，教师在为学生

设置问题的时候要考虑问题所具有的价值，让学生能够找到解疑

的切入点以及脉络，从而顺利解决整个问题。

例如，在讲解“二氧化碳的性质”章节的内容时，教师会讲

解到空气中的成分，然后引出二氧化碳的概念以及化学式。在教

学环节开始之前，教师先用镊子夹取一块燃烧的木炭，然后迅速

放进盛有二氧化碳的集气瓶中，结果发现燃烧的木炭迅速熄灭。

此时，教师向学生们进行提问：“这体现出了二氧化碳的什么性

质呢？”学生回答道：“不助燃，也不可燃。”当学生们回答完

之后，教师将木炭取出来，然后向装有二氧化碳的集气瓶中倒入

一定量的水，然后迅速盖上玻璃盖，此时发现玻璃盖被轻轻地吸

住了。这则验证了二氧化碳能够溶于水的性质。基于学生的兴趣，

教师还可以利用胶头滴管吸取溶于二氧化碳的水，滴在石蕊试液

中，让学生去猜测试液的颜色变化。这样一来，便有效解决了教

师提出的问题。教师在设置问题的时候，需要着重思考问题的难

易程度是否符合学生的思维特征，尽量选取合适的题目。

在实验的引导下，学生从解决单一问题过渡到了解决多种问

题的方法上，从常规的思考形式上升到了创新思维的思考方式。

这意味学生只有在质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创新，从而发现新

的世界。

二、为学生营造培养创新思维的氛围，集中他们的注意力

（一）教师可以创设趣味性的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研究表明，并非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引导创新，而是需要

放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因此教师需要为学生创设各种化学学习的

情境，让他们对该学科产生足够的兴趣，从而激发他们内心的学

习动力。其中利用趣味性的化学实验创设学习情境是比较可行的。

例如滴水点火、魔棒生烟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操作的

实验。教师在讲解相关内容前，便可以给学生演示这些简单的趣

味实验，从而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例如，在讲解“燃烧和灭火”这一课程时，教师可以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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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设置一个趣味实验。“大家都知道水和二氧化碳可以灭火对

吗？”“对！”看着学生们十分自信的样子，教师便可以为学生

演示过氧化钠和二氧化碳的小实验。教师先用镊子取一部分带火

星的棉花，然后将棉花沾满过氧化钠，然后向棉花之中通入湿润

的二氧化碳，结果带火星的棉花在短暂的时间后发生自燃。所有

同学无不震惊。“同学们，现在水和二氧化碳还能够灭火吗？”

所有同学都不敢轻易地回答了。教师要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利用颠覆他们认知的实验来引导他们深思，进而引发他们的深度

思考，从而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

（二）制造实验矛盾，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矛盾往往是推动人探索的主要动力。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思

维发展质变的过程，因此教师需要将矛盾作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的一种手段。在化学学科，教师可以设置具有矛盾的化学实验，

让学生在追求答案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思维的提升。

例如，在讲解“金属材料”方面的知识时，教师便为学生制

造了实验矛盾，来刺激学生的思维。首先，教师为学生安排了第

一个实验：教师将铁片插入到稀硫酸之中，铁片之上产生大量的

气泡。实验二：教师将铁片插入到了水之中，铁片并没有气泡出现。

此时，教师向学生进行提问，是否所有的金属都不会和水反应，

而会和酸反应呢。许多学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有的学生则是给

出了否定的答案，有的学生还在犹豫不决。此时，教师将一小块

钠放进了水中，结果发现钠在水中快速溶解，并且反应十分剧烈。

这就说明并非是所有的金属都不能和水反应。同理，教师还可以

借助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一些不能和盐酸硫酸反应的金属实

验视频，从而帮助学生更加立体化地认识金属材料、

在这种矛盾的场景下，教师带领学生由浅入深，层层递进，

最终点燃了学生思维的创造火花。在日常的化学教学中，教师便

可以利用矛盾的化学实验来为学生创设各种各样的场景，从而激

发出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与生活相结合，利用化学实验的验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生活之中，我们经常会听说某个化工厂发生爆炸或者某种

有毒气体发生泄漏的新闻，从而引起人们的一阵唏嘘。这些时政

新闻在教师眼里便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素材。教师可以利用实

验来解释出现的各种问题，帮助学生还原本质，找到真理。

例如，某媒体题为“排污工程施工，毒气放倒三人”的报道，

对于学生来说较为有吸引力，可以促使学生进行探究。综合性的

探究实验是在一定的情境创设或者实际生活中遇到需要解决的问

题，诱发了学生探索实验探究的动机，有比较明确的探究目的。

这种探究实验较为开放，实验方法、思路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总

结经验，在规范的操作基础上，自行决定实验的流程，以及实验

需要用的材料、仪器等，可以在学生动手设计、操作的过程中，

落实学科素养。

学生的探究程序如下所示：

（一）提出问题：排污管道存在哪些污染气体和毒气？如何

处理这些排污气体呢？

（二）查询资料：想要处理排污气体，首先需要分析包括哪

些气体。通过查阅资料，寻找这些排污气体最典型的特征，最终

发现排污管道之中含有大量 CH4、H2S、CO2、CO 等。

（三）提出猜想：对于排污管道中可能存在的气体，学生有

以下几种假设：

假设 1：CO2、H2S、CH4；  

假设 2：CO、CO2、H2S；

假设 3：CO、H2S、CH4；   

假设 4：CO、CO2、CH4；

假设 5：CO、CO2、H2S、CH4。

（四）设计实验流程

在本实验中，学生首先要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做出合理的

假设。然后拟写实验方案，与教师商议实验方案的可行性。确定

了实验方案之后，由教师提供实验设备、实验材料等，开始进行

实验，随时记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因为本实验中大多是一

些排污气体，因此要保证实验安全。

（五）实验探究→（六）分析现象→（七）得出结论

在对实验探究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实验现象和查找资料不

相符合的结果。此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然后尝试一步步地解决。如果学生在分析之后没有找到自己的问

题所在，那么就需要教师帮助学生一起梳理实验流程，寻找其中

的漏洞。在找到漏洞之后，教师需要让学生变换实验条件继续进

行实验，从而在一步步的完善中得出结论。

在这类探究实验中资料的查询及分析相当关键，所以在收集

过程中，要学会与老师及小组内其他成员交流分析。通过综合性

探究实验的训练，学生对探究程序掌控并能灵活运用，进一步促

进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

四、结语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把探究性实验作为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重要手段，也可以把它作为发现问题的素材。在探究实验

中，学生是主要探究者与实验的操作者，为使学生进入自己的角

色，教师就需要采用情境创设、互动式等教学模式，充盈课堂内容。

如此，方能诱发出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并让学生在自己实验中，

领悟化学实验的精髓与内在精神，进而培养其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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