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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措施
张召琴

湖南省道县第一中学　湖南　永州　432500

摘　要：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思维习

惯的培养，尤其是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文章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集中论述了在高中生物实验课教学过程中如何实施“创新

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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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课程期待学生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在亲历提出
问题、获取信息、寻找证据、检验假设和发现规律等过程中
获得生物学知识，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形成积极的科学态
度，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因此，在高中生物课教学，尤其
是实验课教学过程中利用“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显得更为重要。

一、实验教学的重要性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科学合理分组，可以将理论强、

动手能力差的学生和理论差、动手能力强的学生组合在一起，
取长补短，对于彼此能力的迅速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在传授
实验理论知识的同时，可以培养学生保护自然环境、爱护实
验材料的意识，从而让学生形成尊重生命的理念 ; 注重培养
学生的环保意识，对于实验材料的最终处理，不能随意丢弃，
从而培养学生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平时实验课的开放，让学
生尝试做实验准备员，那么学生在准备实验的过程中就自然
会结合课本实验原理进行思考，实现多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
生物实验中很多时候会用到化学试剂，那么对于学生的化学
理论知识的巩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案例分析
1. 案例一
生物实验普遍会用到显微镜，但在实验过程中若想很好

的记录实验结果就成了难题。笔者想到是否可以制作一个适
用于显微镜的手机支架，并要求学生参与。学生利用自行车
尾灯零件作为显微镜目镜镜筒的固定装置，采用窗帘固定支
架作为滑动轨道，再将手机支架作为手机固定装置。然后将
三者通过螺丝连接起来，变成了一个显微镜手机支架的简易
装置。之后有学生提出能否让显微镜自带光源，设想买个小
手电筒固定在显微镜的载物台下方或者左、右方，由于反光
镜可以随意变换方向，就使得显微镜的对光变得简单，不再
受天气和实验室光线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将显微镜置于室
外，摆脱光源的限制。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无限的，远
远超出教师的想象。所以，实验教学可以促进师生共同进步，
让学生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明新设计，打造新思路。
本案例中，教师通过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把学生从被动的
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实验参与者，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2. 案例二
在“绿叶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中，课本将其设置

为验证性实验，验证绿叶中色素的种类、颜色和含量，采用
滤纸条和层析液来分离色素，教师可设置为探究性实验。在
课本实验中，由于层析液会挥发以及边缘效应的产生，因此

需要减去滤纸条两端（对滤纸条的宽度和长度有一定的要
求），并且需给小烧杯加盖，防止层析液挥发。即使如此，有
时候依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滤液细线触及层析液，导致实验
失败。并且在习题中出现过用圆形定性滤纸来代替滤纸条，
但是教师只是从理论上进行讲解，学生只是生硬的想象不一
定能理解。如果教师在实验过程中让学生分组，分别用滤纸
条和圆形定性滤纸来做实验，并且进行对比，那么这个实验
就成了探究性实验。由于实验条件有限，实验时采用四氯化
碳作为层析液，色素带只有３条。教师把问题抛给学生，学
生通过讨论得出结论———与层析液成分有关，为日后该实
验的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素材。除此之外，学生还提出将实验
材料进行优化，比如选用韭菜、青菜、芹菜等进行对比，从
而更好的选择实验材料。为了证明碳酸钙和乙醇的作用，可
以让学生在实验课上自行验证。设置３组对照：“碳酸钙＋二
氧化硅＋乙醇”为第一组，“碳酸钙＋二氧化硅＋水”为第二
组，“碳酸钙＋乙醇”为第三组。通过对比３组实验提取出来
的色素颜色，第一组深绿色，第二组浅色，第三组浅绿色，
得出结论：色素作为有机物，与乙醇等有机物相似相溶，而
加入碳酸钙则可以防止色素被破坏。这样学生主动思考得出
结论相比教师口头阐述，效果要好得多。实验教学中，教师
根据教学目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巧妙设计好引导学生
思考的核心问题（问题串），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学
生从无疑中生疑、知疑，达到小疑有小进，大疑有大进，久
而久之，必然会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小结
学生只有通过无数次的实验，看待问题才会有高度，才

能有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否则一味的被教师牵着鼻子走，
认为课本就是权威、科学家的发现就是权威，何以指望这些
学生将来主宰社会呢 ? 所以，在教学中就要求教师多加指导，
长此以往，将改变高中生物实验教学所占课时比例小、学生
遇到实验题束手无策的现状。那么，实验课堂将有由以前的

“讲实验—做实验—完成实验报告”的课堂转变为“设计实验
方案—操作实验—操作再修改—反思提高—找出最佳实验策
略”的课堂。高中生物实验教学唯有如此，才能让学生在实
验课堂中形成生命观念，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和科学思维，
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具备一定的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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