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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初中化学实验创新的思维方法

曹琼琼*

山东省青州市海岱学校，山东� 262500

摘� � 要：化学是初中学科中一门尤为重要的科目，是为将来的发展和学习铺垫基础的课程。初中化学课堂最关注

的是养成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引领学生提升对化学知识的热爱度，在化学课堂上要更加重视基础性教学，初中化学实

验不仅能帮助老师开展化学讲课，还可以让学生正确认识以及掌握化学内容，所以初中化学实践相对初中化学课堂是

十分关键的，文章就初中化学实验创新的思维方法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广大老师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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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老旧的讲课方式下，化学实验一直不受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处理现实问题的创新性一直

无法得到应有的认知和培养。此种的教学方式不符合国家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学需求[1]。所以，进行各式各样实践活动

的化学课堂，是初中学生实现素质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学生经过自己操作实践，强化对教材内容的掌握，调动学生

对了解化学知识的热情，同时养成学生自主思考以及创新理念的能力。

二、创新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实验兴趣

一位充满智慧的人，很大可能是一位依附性高，性格懦弱的“拿来主义”者，但是一位创新性强的人，肯定具备

灵敏的洞察力、充足的想象力以及在艰难险阻面前坚定不移，并拥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见解的人。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

基础的科学[2]。所以，初中化学的关键是实验，实验是提升学生清晰的观察技能、灵活的思维水平、全面分析能力的

主要方式，其能够让学生充分的运用基础知识和必备技能。从而养成学生一种缜密的、合理的行事准则，让学生可

以借助化学的思维和方式去探究问题的真谛。所以，化学实验是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独特的地位，怎样

运用科目的特征去养成学生灵活多变的创新思维，就变成了开展化学实验的首要目标。当今时期，对于国内的教育情

况，国家也下达了很多的改革举措，初中化学同样在改革的行列中。新课程改革开展之后，初中化学课堂实验教学也

被慢慢的关注起来[3]。初中化学老师，主动的贯彻新课程改革的需求，对老旧的实验教学方式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与更新，为初中学生提供了越加宽广的化学实验实践空间，调动了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和热情。在化学实验的讲课

环节中，老师需要掌握学生开展实验操作的全部环节，对学生进行辅助，看出问题并及时引导，搭建有效的初中化学

实验课堂。

比如：在讲解“溶液酸碱性的检验”这一节内容时，老师就可以带领学生进行化学实验，最初就要明确的对学生

进行讲述，酸性溶液在化学实验里其本质就是酸性的水溶液，可以导致紫色石蕊溶液产生颜色变换的，那我们将他叫

做酸性溶液，因此酸溶液的本质上就是酸性溶液，但是酸性溶液却无法被统称为酸溶液；同样的道理可以知道碱性溶

液和碱溶液的本质区别[4]。在此以外，老师还能够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并在身边触手可及的地方选择部分有代表性

的物件来引领学生对其酸碱性展开实验，比如纯牛奶、新鲜的椰汁、生豆浆和鸡蛋清等在学生平时生活中能够经常看

见的东西，从而让学生可以在化学实验课堂上对实际生活中常常看到的物质酸碱性展开检测，这样一来，对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技能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多元化方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在正式实验中开展对问题的设置，以此来调动学生的思维。老师可以搭建一定程度的问题场景，以此来吸引学生

的视线，调动学生对于未知问题的探究欲望，从而引领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实验[5]。在实验环节中要知晓问题的内在

含义，比如：在讲解“质量守恒定律”这一节内容时，想要让学生更快速的感受定律的本质，可以把这个操作实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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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一边讲解一边实验的方式，辅助学生寻找到科学的真谛。在实验开始前，老师要让学生产生思考：自己所了解的

这些反应现象中反应与产生物质彼此的关联是什么？在反应开始之前和反应开始之后的总质量有哪些变化呢？要是有

气体或沉淀物出现，生成物的总体质量是比反应物质多还是比反应物质少呢等诸多问题。然后让全班学生分成几个小

组进行谈论，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让问题侧重点偏向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有没有出现变化的问题上，并推断其

出现的各种结果和因素，调动学生潜藏在内心深处对问题的求知欲望，然后再让学习小组开展问题的研究，让学生有

目标的完成实验，此种方式可以调动学生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和热情，同时还能强化课堂的讲课效果，让问题以一种更

轻松的方法解决，提升学生的思维运用能力。

在实验课堂上，老师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发散与逆向思维能力，老师需要在讲课的环节中描述一个和讲课内容有

关的问题，然后让学生尽情的发散思维，阐述出形形色色的答案，继而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完成实验并对自己得出的

答案进行对比与检测，推动学生强化对实验认识的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亲身操作更能牢记答案和知晓本质[6]。比如：证

明Fe、Al、Cu这几种金属的活泼性强弱顺序的实验中，经过学生认真的思索，发现有很多的方式来证明这个问题，但

是借助实验，大家就会看到最简便、反应现象最为显著的是把这几种金属浸入稀盐酸或者是稀硫酸中，大家在探索问

题的时候，因为思维定向的作用，而出现的求同思维，所以，要养成学生独特的创新思维，最初就要提升学生特有的

逆向思维能力，在脱离了给予的条件与思路方向时，开展和所给予条件相反的思维，可以让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下处理

问题。比如：在进行实验“燃烧的条件”过程中，在完成教材所提供的试验后，需要对学生提出一个难题“白磷在滚

烫的热水中并没有燃烧起来，要是一直不间断的向热水中的白磷注入空气会发生什么呢？”激发起学生的逆向思维，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答案，再让其开展实验进行验证，学生的思维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

四、积极引导，转换思维方式

老师在现实的化学教学过程中，联系教材上的知识点，经过对内容的讲解和掌握，为学生安排有关的化学实验，

或者是让学生独立设计实验。经过对实验的各种准备行为，不仅夯实了化学基本知识，同时还能开拓学生的眼界，提

升动手实践能力[7]。老师也要及时提供给学生足够的帮助和引导，在实验的环节中，老师适时的提出问题，让学生对

答案展开联想并主动完成实验得出结论。在实验目标里、实验过程中、实验答案里寻找到化学知识点。比如：Mg、P

的燃烧等等，对于燃烧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金属的着火点、必备的条件、反应现象、反应后生成的物质、存在危险

吗、有爆炸的可能吗？从而有了很多延伸性的思考：用水灭火是唯一的方式吗？CO2支持燃烧吗、氧化反应一定会燃

烧吗等等，老师在阐述问题的同时，学生也会主动的探究答案，最终培养出学生良好的求知欲望以及学习化学的积极

性。

相对于化学内容，逆向思维方式能不能行得通？其关键的替换条件有哪些？这就是脱离了老旧的思维方式：觉得

等式只有以左往右[8]。首先要想转变思维方式，改革思维模式，就一定要有牢固的理论知识作为依仗，然后借助实验

操作能力来完成实验考查。在实验开始前，老师要给出明确的实验目标，支持学生使用发散性思维以及逆向性思维来

提出形形色色的实验条件，老师需要一边引领学生形成准确的实验思路，一边寻找多种典型的思维方式来当成对比拓

展实验，继而让学生经过仔细观察实验反应的现象，知晓物质和物质彼此的关联，最终利用实验现象获取实验答案，

同时还需要学生自主归纳整理实验要点，利用细心、稳定的引导与严谨、明确的思考模式，来强化学生的操作与观察

技能。比如，在燃烧实验中氧气的消耗程度与理论知识不符，到底是实验的哪个步骤产生了差错？在燃烧的过程中，

物质发生变化了吗？老师一边引领学生阐述问题，一边寻找实验可能会出现的误差与实践环节中容易出现的误区。

老师在重视增加学生思维转变水平的同时，也要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

力。更要及时记录实验过程与实验细节。由于肯定兼顾不过来，但是经过查看学生记录的实验内容，就能够清楚的知

道每个学生的实验有哪些不足之处以及优秀的地方，从而有针对性地弥补，提升学生的化学成绩[9]。有些学校的实验

条件不是很好，需要积极呼吁有关部门或者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提高对初中化学实验的关注度，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实验

环境。同时要注意排查老旧、劣质的实验设备，以免引起火灾、爆炸等危险。因此校方需要重视增强学生的安全意

识，防止更大事故的发生[10]。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化学实验是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方式，是初中化学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初中化学新课程标准明确地

提出了：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教学中创设以实验为主的科学探究活动，有助于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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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引导学生在观察、实验和交流讨论中学习化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老师要利用引领学生积极参

与、自主思考、独立动手实践等方式，推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识、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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