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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创新？创新即创造新的事物,大致有两种意
味。一种意味是创造了新的东西,另一种意味是本来
存在一个事物, 将它更新或者造出一个新事物来代
替它。新是指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
律,对事物的整体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变革,从而
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活动。 人类的创造创新可以
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思考,想出新主意,一是行动,
根据新主意做出新事物。 在西方,英语中 Innovation
(创新)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它的原意有三层：第一
是更新,就是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换;第二是创造新
的东西,即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东西;第三是改变,就
是对原有的东西进行发展和改造。 随着新课程改革
的进行, 全新的教学理念向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面对课程改革的大潮,新形势下如何转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教师们必须思考
的问题。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提出了关于新形势下
化学教学的基本理念(摘抄)：

1.使每一个学生以愉快的心情去学习生动有趣的
化学,激励学生积极探究化学变化的奥秘,增强学生
学习化学的兴趣和学好化学的自信心。

2.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让他们在熟悉的
生活情景和社会实践中感受化学的重要性,了解化学
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逐步学会分析和解决与化学
有关的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3.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主动地体验科学探究的过
程,在知识的形成、相互联系和应用过程中养成科学
的态度,学习科学方法,在“做科学”的探究实践中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这种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加

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当然,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

个渐进的、长期的培养过程。 下面就如何在化学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创设丰富多样的教学情境,促进学生创新思

维的发展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以创新精神为前提的,而这种
精神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训练养成的。因此,教师
要积极创设多种多样的教学情景进行训练,使“创新”
成为一种行为习惯。
首先,运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求知欲,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学生只有对学习活动持主
动态度,才能使自己的思维活动处于积极、活跃的状
态。而强烈的求知欲是学生创造性学习不可缺少的内
部力量。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学生才能开动脑筋,
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
法。 例如,在鲁教版上册<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这一
课,在学习新课内容之前我给学生观看了关于干冰的
神奇的魔术,引起学生对干冰性质的思考,从而激发
学生探究二氧化碳性质的欲望。
其次,引导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 学起

于思,思源于疑,释疑解惑才现真知。 爱因斯坦说过：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人的
思维活动始于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是点燃学生创造
性思维的火花。 一个好的设疑是发展思维、激发学生
主动学习的“催化剂”。例如,针对蜡烛燃烧,引导学生
仔细观察蜡烛在开始燃烧、燃烧一段时间已经熄灭后
的现象,从而提出“蜡烛燃烧为什么会有黑烟”“熄灭
后为什么有白烟,白烟是什么”等等有意义的问题。一
个伟大的发现,也许就藏在这些小小的问题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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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形成创新
能力有积极作用。 创造思维是创新能力的基础,而
创造想象与创造性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教育家
杜威说过：“科学的每一项巨大的成就,都是以大胆的
幻想为出发点的。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引导学生对
事物的未来大胆进行想象,经常鼓励学生“异想天开”
或“别出心裁”,从而增进他们的创新技能。当然,化学
是一门自然科学,科学有其严谨性,想象是建立在一
定的科学基础上的合理想象, 当我们提出问题之后,
就可以通过合理想象去假设问题的答案。苯环结构不
就是大胆想象的结果吗？
二、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是化学知

识的源泉,是化学教学的重要环节,最具备培养学生
的创新、实践能力的作用。新课程标准中强调“化学实验
是进行科学探究的主要方式,它的功能是其它教学手段
所无法替代的。 ”实践证明,学生对实验比对枯燥的文字
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通过化学实验能使学生逐步领会
科学的本质,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求知欲。

1. 对演示实验进行改进和创新
传统的课堂演示实验一般以教师为主,学生仅仅

是旁观者,没有直接参与,不利于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将传统的演示实验改为探索性演示实验,让学生充分
的动脑、动手,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而有利于学生
创造灵感的激发。
例如：探究蜡烛燃烧生成物的实验中,其中一个

步骤是：把罩在烛焰上的烧杯,迅速倒过来,向其中注
入少量澄清石灰水,振荡,观察石灰水会有的变化。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验效果不理想,石灰水没有变浑
浊。 我在上课的时候引导学生分析原因：可能是烧杯
罩在烛焰上一段时间后,杯内温度较高,倒过烧杯时,
空气形成热气流,杯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随热气流而散
发到空气中了。找出原因后,对该实验方法进行改进：
将石灰水倒入烧杯,荡洗之后倒掉,将内壁涂有石灰
水的烧杯罩在蜡烛火焰上方,这样澄清石灰水就变浑
浊了,改进后的实验效果很好。
在以上的探究过程中, 学生把已有的知识与观

察、推理和思维技能结合起来,积极参与探索活动过
程,有利于培养探索能力,形成科学的思维品质。

2. 积极创造条件设计开放性实验，培养学生创造
能力

初中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决定了他们好奇心强,
好动的天性,据我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他们对亲手做

实验有着无限的向往。笔者亲历这样一件事情：鲁教
版化学上册“燃烧与灭火”这一章节中有关于爆炸的
内容,在讲述爆炸内容时,我给学生播放了一段关于
面粉爆炸的视频。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下周的周一我
的一名学生兴冲冲地跑来跟我说：“老师, 面粉真的
可以爆炸, 我按照视频中的方法做实验, 真的成功
了! ”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同学,因为这个实验其实我
自己也没有做过。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利用学生的
兴趣,为他们创造条件,并适时加以引导,学生的潜
能是无限的。
因此,在新的课程标准下,作为教师,可以适当根

据教学内容开发探索性实验和小制作,积极创造条件
设计开放性的实验,让学生利用课内、课余时间,完成
自己感兴趣的实验,使学生通过自身的实践,培养发
展自己的创新能力。
三、构建创新环境,开展创新活动
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一是

良好的创新环境,二是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创新活动。
要创建良好的创新环境, 就要求我们改变陈旧

“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作业
一大堆,成天处于紧张状态,在这种环境中,要想发展
学生的创新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课程标准的实
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教学指导思想。 在新课标的指
导下,教师必须优化课堂教学,使学生能从沉重的课
业负担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时间独立地看书,探索一
些研究课题,以达到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
另外,在课外,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科技小

发明、小制作、小论文活动。 在这方面,建议开发符合
学生实际的校本课程。例如我校的化学校本课程中就
设置了大气污染的形成与防治、 物质燃烧条件的探
究、鸡蛋壳成分的探究、从紫甘蓝中提取酸碱指示剂
等等有趣的活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老师要及时进
行评价,不仅要指出结果的成败,更重要重视其活动
的创造性,寻找创新的萌芽。还应就其方法进行探讨,
讨论它的可行性,同时要注重要面向全体,激发所有
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

达的根本动力, 中学阶段正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
新能力的最佳时期。 作为一名教师,应不断地在课堂
教学和实验指导中求异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教育观念
的束缚,在“创新”两个字上狠下功夫,培养出顺应时
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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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 同时缓解和消除部分学生的焦虑和恐慌,
从分析中让自己明白, 其实我还是可以考得更好一点
的,有一些分我是真不该失去的。 模板中的③,则是“想
后”,由原来采用的“今后需要努力或改进的对策”改成
“我的想法”,使分析更具人情味,而不是“努力或改进
的对策”这么呆板和功利。 想法可多可少,没有硬性要
求。

[案例 4]①某学生按照考后分析模板完成的完整
考后分析：

② 不该失去 6分,理论上可考 96分。 错因排行
第一：微观概念的不理解。失分的知识点排行第一：物
质构成奥秘的相关知识。

③ 这次考试直观反应出我平时的概念理解不够
透彻。在下阶段学习中我应该更努力地将书本概念理
解透彻,在学习中也应更细心些,把粗心之类的坏毛
病改掉,对于实验中的步骤要一步步弄清楚,不能草
草了事,要弄懂每一步的用意。答题要规范,做完题应
该再读一遍自己的答案,确保没有漏字,不规范。争取
下次考试不犯低级错误。
三、学生自主分析试卷的后续意义和价值
1. 基于学生自主分析，走向平时，有过程性评价
虽然老师只是让学生分析后写出自己的想法,并

没有要求与他们的平时学习联系带来,(若强硬要求,
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但学生普遍地自然而然地与自
己的平时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联系起来。 例如,学生
的考后想法：“平时一直用计算器,到了考试计算得很
慢,还会出错,所以平时我要少用计算器”;“今后每次
做作业时, 都要沉住气, 做完作业后不与同学对答
案。 ”从中可以发现,学生们都有了自己的切合实际的

目标,并决定为之付诸行动。
考后自主分析的目的,不仅仅是由错误到正确,要

从分数的背后, 让学生自己意识到与平时的学习习
惯、学习态度是有联系的,自觉地进行过程性评价,且
这种过程性评价不是老师强加给他的。使学生对今后
平时学习能有更高的发展空间。

2. 基于学生自主分析，走向一般，有问题的解决
方法

有些学生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案例 1中,“有
些时候,我反倒希望自己多遇些不会的题,这样就可
以在本子上记下,多想,总能想明白的,能训(指能力
训练)上“溶液”这一单元的几题,我花了很长时间,终
于想明白的。 ”对于这样的学生,会自己去钻研,老师
可放手让他自己去思考,以锻炼其能力,而且自己钻
研得出的更有成功的喜悦,理解更深入。 但也有一些
同学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还可能不会解决一类题的

方法,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或同学,这时就需要在学
生考后分析中进行个别指导,因为并不是每个问题在
课堂上都要讲评的。 如,案例 4中复杂离子原子团中
电子数的算法,老师可先举一范例分析在他的考后分
析中,再让他练习两个离子的电子数计算。当然,若课
上老师需要集体点评的,则不需再个别指导。

3. 基于学生自主分析，走向实效，有自我发展的
需要

基于考试中的错误, 学生有很强的心理体验,一
般都很后悔做错,希望得到帮助和鼓励,希望得到实
实在在的指导,如上述案例 2中学生提出“课外题加
紧练习,课外题做好了要不要经你批阅一下？ ”说明学
生有很强的自我发展需要。 每人的错误不同,基于错
误差异,各人自己先进行考后分析,然后老师再在分
析之后进行针对性的帮助,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和
方法,我想这是学生最迫切需要的,所以这样的分析
会非常有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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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失分 失分原因

12 1 实验现象没记熟

20 1 微粒结构示意图不会分析

25(3) 1 如何算原子团的电子数？ 方法不会
26(1) 1 答题不规范,试管口略向下倾斜写成试管向下倾斜
… … …

表 2 某学生失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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