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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方法 
◆彭革宇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酉港中心学校  湖南常德  415919） 

 
摘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如今教育界广泛探讨的话题，我们已经充分认

识到，创新对人才发展、社会发展乃至整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

学科教育中，教师开始大力渗透创新，鼓励个性生成，倡导思维发散。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呢？本文将从四个角度给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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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新思维指的是敢于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意识和态度，是

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对于刚刚接触化学这门学科的初中生来
说，敢于大胆提出质疑，从个性化角度去探究，提出不同想法，
对于他们确立良好的科学研究态度，高效学习化学知识，都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创新思维的形成需要教师长期的引导和培
养，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教学机制。 

一、创设教学情境 
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益，为学生带来更为丰富的课堂

体验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先决条件。教师需要认识到，没有兴
趣的支撑，被动的学习，是很难在学习中投入精力和热情的，这
样学生是完全没有创新动力的。因此，激发兴趣应成为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的第一步。当学生对化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求知
欲，他们自然会主动去探究，寻找答案。创设情境被认为能够增
强整个学习过程的趣味性，也能够丰富学生感官体验，是激趣的
有效手段。下面举两个例子。（1）“水中生火”：通常我们都认为
“水火不相容”，但是白磷在水中自燃的实验让我们亲眼看到了
“水火相容”的事实。当把少量白磷放在温度高于 40℃（白磷
燃烧所需最低温度）的水中，用导气管把氧气通入水中，使氧气
与白磷接触，白磷立即在水中燃烧起来，产生的火光异常明显。
这种现象在没有见过此类实验的人难以想象的。（2）“一杯盛两
杯物质”：一杯如何盛两杯物质呢？在化学课教学中我们可以看
到。取一杯水，一杯子糖，当把水缓慢地倒入盛有糖的杯子里时，
糖不见了，水也有了甜味。我们看到一杯盛了两杯物质。这里因
为构成物质的分子间存在一定间隔，当水倒入糖中时，水分子与
糖分子互相占有空间，从而使体积减小。以上两例，让同学们看
到了平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可能”发生[1]。在为学生创
设良好思维环境的同时，让学生意识到“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
不到的。”只有大胆假设，才有可能发现别人不可能发现的新事
物。  

二、鼓励求同存异  
恩格斯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

假设”。而直觉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一个创造性行为能
离开直觉活动，由此可见，创造力与直觉密切相关[2]。初中生的
思维已经逐渐的成熟起来，在学习中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碍
于对教师的畏惧，不敢提出，许多创造性的想法就这样被扼杀了。
在日后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要营造
一个民主、自由的发言平台，给所有学生表达观点的机会，捕捉
他们想法中的闪光点，借机增强他们思维的创新性。 

例如，在学习《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一节的内容时，可先
复习《实验室制取氧气》的有关内容，然后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
小问题：实验室用稀盐酸和大理石反应来制取二氧化碳时，需不
需要反应条件？这时，有的学生会回答“需要”，有的学生会回
答“不需要”，有的会回答“需要加热”，有的学生会回答“需要
加催化剂”等等。随后直观进行演示实验。通过实验，使学生在
大胆的猜测中找到了正确答案，同时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和
创新能力。又如在讲授“分子”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拿出
事先准备好的红墨水在装有水的水槽中滴上几滴，很快整个水槽
里的水都变成了红色。然后向学生提出问题：“这一现象，如何
解释呢？”对于尚未认识微观世界，不知分子是何物的学生来说，
确实不容易理解，但是只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敢于大胆想象，

大胆假设，并且给予正确引导，无论学生的猜想是正确还是错误，
都会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锻炼和提高。  

三、改进实验方法 
化学实验教学对于学生掌握知识、形成学习能力也具有特别

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性实验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
和实验技能，还要求学生在学习中灵活地、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化
学知识和实验技能。探索性实验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他
们的意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作用，也是其它常规实验所
无法比拟的[3]。如学习酸碱指示剂的知识后，可布置课外家庭作
业，利用生活中的某些物品来验证指示剂在遇酸碱时的颜色变
化。又如学习氢气的实验室制法时，可以要求学生根据制取氢气
的反应原理、反应条件和特点，自己设计一套制取氢气的简单装
置，装置可以参考教材来设计，但要尽可能地与教材不要完全相
同。学生完成后，再组织学生一起分析、讨论、比较设计方案的
可行性和优缺点等。对有创新意向的实验方案，要进行表扬和奖
励，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开展课外科技活动 
创新活动的基础是科技活动，学习中的小型科技活动开展状

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创新活动。可以从组织学生课外兴趣活动
小组开始，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具
备创新活动的基础知识。例如：可以先安排学生完成课本上的家
庭小实验，并结合课本，适当补充和学习一些课外知识，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进行一些趣味性而有实际意义的实验，并引导学生
撰写科技小论文，充分展示学生的创新才能。 

五、结语 
总之，拥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能够在社会发展中走得更远、更

好，在学习中也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化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出
善于发明、创造，为科学研究贡献力量的时代楷模，而不是只掌
握现有知识和技能的“书呆子”。因此，落实创新思维培养应成
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长久的落实下去，并不断对教学机制进行
完善，提升教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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