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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化学教育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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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近年来我国社会在不断发展，在新时期，各个行业都对创新型人才给予了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

职教育主要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中职化学作为中职教育的

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教师也应该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就中职化学教育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进行探析，旨在为人们提供一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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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缺乏创新型人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中职教育作为我

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结合这一问题来制定中职教育的

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当成重要的办学目标。中职时

期的学生正是创新能力培养和发展的好时期，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比较成熟，意志慢慢加强，具有丰富的情感，对专业课的学习也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认知，能够主动提出问题并尝试着解决问题，具有

创新能力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抓住学生的

这一特点来重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创新能力的内涵及重要性

创新能力是指在学习学科知识过程中形成的个人的新的观念或

者思想，也就是在自己掌握和获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应用，

在原来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提出新的思想，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中职化学学习中，创新能力是指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

经验来发现没有学习过的化学知识经验，能够对某一化学问题或者

化学现象提出新的思路和见解，或者对公认的一些观念或者认识进

行批判 [1]。在中职化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当

成重要的教学目标，因为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转型阶段，各个行业

都迫切需要创新人才来实现行业转型和升级，中职教育作为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也应该将市场的实际需求

为导向来制定人才培养的方案，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型人才稀缺的现

象，中职化学教师也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在课堂教学中针对性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中职化学教育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化学兴趣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将学生当成课堂的主体，发挥

课堂主阵地的作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

生只有对化学知识和化学学习感兴趣，才会积极主动参与到各项课

堂活动中来，而创设问题情境是激发学生化学学习兴趣的一种有效

途径。另外，创造始于问题，只有问题才能引导学生思考，激活学

生的思维，有了思考才能让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提出新

的观念和思想 [2]。因此，教师在化学课堂上，一定要注重问题情境

的创设，也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来提出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有趣

的化学现象来刺激学生的感官，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化学学习兴趣，

并将学生的探索欲望激发出来。例如展示氨气的喷泉实验，并鼓励

学生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创设问题情境，以此来将学

生的思维激活，为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另外，教师也可以鼓

励学生质疑，让学生能够敢于提出问题或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不盲

从书本和教师，这样都会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的作

用。

（二）设计探索实验，培养创新思维

实验是化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化学的一种有效途

径，在中职化学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实验教学。在以往的化学实验

教学中，教师非常注重验证性的实验，或者教师通过展示实验来引

导学生分析实验现象，得出实验结论，通过实验总结化学知识和化

学规律，虽然也能够帮助学生对知识有更深的理解，但是对学生的

创新思维培养不利。因此，教师要适当调整化学实验的类型，设计

探索实验来取代验证性的实验，突破教材框架的限制来鼓励学生大

胆设想，提出自己的猜想和想法，并独立设计实验来对自己的猜想

进行验证，这样学生不仅仅能够通过化学实验来掌握操作的技能和

技巧，同时也能够养成良好的化学思维，运用分析、抽象、概括、

推理以及归纳等方法来对问题的本质进行探析，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就得到了很好地发展。例如在酸碱滴定测

定混合碱成分的分析实验中，教师可以打破教材的限制，鼓励学生

采用不同的指示剂来对重点进行确定，教师提供几种可以选择的指

示剂，鼓励学生利用滴定曲线自己来寻找合适的指示剂，并让学生

独立完成实验，突出实验的探究性，以此来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开展科技活动，提供展现平台

科技活动是创新活动的基础，因此在中职化学教学中，教师可

以通过开展各种类型的科技活动，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以及学

校的发展状况来开展科技活动，没有条件的学校也要尽量创造条件

来开设科技活动。通过科技活动可以丰富课外活动的类型，同时也

将化学知识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鼓励学生运用自己掌握的理论

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突出化学学科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3]。教师可

以先从兴趣小组开始，例如可以成立化学趣味实验小组，鼓励学生

结合所学的知识，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材料来进行化学实验，即

微实验。通过生活趣味实验来揭示化学知识的规律。教师可以向学

生提供一些思路，然后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来搜集相关的资料，

并准备各种材料来设计实验，实验完成之后还可以引导学生撰写科

技小论文，以此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并给学生提供展示创新能

力的平台。

三、结语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中职化学教学

中，教师也应该必须重视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课堂

上要凸显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质疑，创设问题情境，将学生的

思维激活，为创新意识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教师也可以多

设计一些探究实验，鼓励学生自己来探究和思考，并设计实验，发

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最后，教师也可以开展科技活动，通过科技活

动来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总之，教育的路上任重而道远，我们要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与时俱进，为培养新时代的创新人才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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