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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尚　滟

贵州省兴义市第七中学

摘　要：化学由于其“实验 +原理”的特点，初中化学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方面具有特殊的指导
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教师应注意提高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度，重视化学实验，并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实验中的

相关知识点。此外，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使学生能够独立设计实验，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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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注重实验和理论相结合的学科，化学的科学探究方
式对培养学生对未来知识的好奇心和学习力具有较强的引导作
用。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化学教育不注重在学习过程
中发挥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教育是新课标的新要求，那么
如何通过化学课堂激发学生对未知事物的兴趣、好奇心呢？

一、改变教学理念，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建国初期的“填鸭式”教学理念，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

按照教师的意愿，进行灌输式教学，至于学生有没有理解、
能不能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则不需要过分在乎，反过来学生把
这种学习当作一种任务，死记硬背，完成任务即可，实践性
不强，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

作为教师，为了真正让学生掌握化学基础知识，让学生
在化学学习中不断创新，必须更新观念，学习新的教学理念，
明白自己在教学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
要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特征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运用生
活化教学模式、情景体验式教学模式和自主教学模式等，鼓
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勤于思考、积极回答问题，课下积极进
行实验，验证课堂中所学知识。

二、注重化学实验，开拓学生思维
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的重要阶段。在化学学习的初期阶

段，学生第一次接触到复杂而又奇特的实验器材，心情既激
动、好奇又不知所措，教师要利用好实验教材，引导学生认
真观察和操作化学实验，激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以后化
学学习奠定基础。

例如，在教学 pH 值（酸碱性）时，酸性溶液（pH ＜ 7）
遇到试纸会呈现出不同于碱性溶液的颜色，而且随着酸碱度
的变化，颜色深浅也会变化。借助这个原理，在教学开始前
为学生“变魔术”，在矿泉水中放事先准备的试剂摇晃，为什
么“水”遇到“试纸”会变红？再拿一瓶水，为什么遇到试
纸会变蓝？通过实验，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样让学生思
考生活中的白醋、食盐、食用碱、白酒遇到试纸会不会变色。
巧用化学实验，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掌握
现阶段知识，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对未知知识的好奇心，为培
养其创新精神奠定基础。

三、将课本知识进行延伸，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从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看，教师在讲解知识的时候，一般

都会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种“灌输式”教学方法
主要指的是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将所学习的知识理
论教给了学生，这种教学模式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实际地让
学生在学习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内容，相反还降低了学生学习
的热情以及创新能力。所以，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化学教
师需要改正自身的错误，更新教学方式，在教学中更好地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合理地将课本知识进行延伸，进而达到
最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教师在讲解课本知识内容“水的组成”时，可以
合理地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来进行上课。在上课之前，教师
需要提前进行一次有效的备课，可以通过相关的教学网站或

者是百度，寻找有关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视频，找到之后将其
下载到电脑中，随后结合这部分的知识进行有效的整理。上
课时，教师需要利用多媒体将知识内容呈现给学生，并结合
多媒体视频以及教学语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合理地把知
识进行延伸，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进而可以更好
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借助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好奇心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借助互联网，可有效拓展学生所学

习的知识，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在课堂预习阶段，教师可在
网上搜索相关图片、文字、视频等，让学生在学习之前，对
所学习的知识有一定的印象，同时能够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
和好奇心。

例如学习浓硫酸特性时，可以下载相关浓硫酸致人身体
灼伤的视频，让他们了解浓硫酸的特性，从而加深印象。在
课堂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把原本只能用单一语言表述
的知识，通过更加生动的形式表述出来，使学生在理解的基
础上进行记忆，提高课堂学习积极性。反过来，教师利用多
媒体教学能使自己的想法得到更好的表达，变抽象为具体，
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五、注重与实践的结合，学以致用
创新的目的是为社会实践服务，因此在化学教育中，对

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中注意提升其实践能力，
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是，鼓励学生课下能够利用自己所学习的
知识自主设计实验，培养其创造力和创新思维。

例如，前文提到的 pH 值，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回家选择
生活中常见的蔬菜做实验来判断物质的酸碱性，根据自己的
结果大胆猜测该蔬菜可能含有的营养价值和可能包含的化学
元素以及物质属性。另外，还要鼓励学生利用所学习的化学
知识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还可以激发其创新性思维，例如让学生尝试用白醋帮助父母
除去茶壶中的水垢，然后让其思考白醋为什么可以去除水垢。

六、结论
初中化学教育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基础阶段，新课程标准

提出了对初中化学教育的要求，以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
他们的创新能力。结合化学教育的教学特点，在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的过程中，教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着眼于学生角
色的转变，采用情境体验教学法，采用多媒体教学法，专注于
化学知识和生活实践化学的结合鼓励学生设计化学实验，参与
学习过程并增强化学学习的兴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激发他们积极而努力地思考，为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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