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思维发展一般分为三个过程：一是直观形象思

维过程，二是抽象逻辑思维过程；三是创造性思维过程。

教师对学生应着重于创造性思维学习方法的培养。但是，

创造性思维学习方法的培养并非意味着要让学生去合成

新物质、发现新元素，而是通过训练能运用创造性思维学

习方法“ 发现”他未曾学过的化学知识，对一些课本上或

教师没有介绍的问题提出独特的、有说服力的见解。培养

学生创造性思维学习方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智力激励法

智力激励法其实质是创造了一种思维相互撞击，借

集体力量产生“ 共振效应”的情景。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发

散思维。此方法适用于意见一致性较低或解决问题途径

多样的学科内容。可采用“ 问题———讨论”等教学模式。

操作步骤为：A 、准备：确定好所要解决的问题。B、展开讨

论：（ 1）气氛自由；（ 2）严禁批评；（ 3）以谋求设想数量

为主；（ 4）善于用别人的想法开拓自己的思路。

例如，我在讲环境保护讲座时，运用“ 问题———讨

论”模式，创设能够提出诸多创造性设想的氛围。水质污

染是否严重，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

些行为会导致水污染？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让学生充

分认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请学生以主人翁的态度为母

亲河治理献计献策。通过讨论，相互启发，相互激励，产生

共振和连锁反应，诱发更多的设想。在讨论中教师不断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从各自不

同的角度来思考，激活学生思维，发挥想象力。

二、类比思考法

利用一个解决问题的经验，去解决另一个具有相似

关系的问题，以此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从广义的哲学

观点看，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

性，因此，此方法不仅可用于同类事物之间，也可用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事物之间。如元素化合物知识、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化学实验、化学计算等全都可以用此方法。

可采用“ 激活———同化”教学模式。操作步骤：A 、选择类

比对象；B、对两者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共同属性；C、

在第一步、第二步基础上进行类比联想推理并得出结论。

例如：在学习电离理论中有关电离平衡的内容时，就

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类比思考方法，选择化学平衡与电

离平衡作类比，来解决电离平衡的问题。这堂课的关键是

对化学平衡中研究对象、反应进行程度、影响因素等内容

的复习，这一步完成了，也意味着原有知识处于“ 激活”

状态。这样，所要学的电离平衡与已有的化学平衡知识之

间取得了联系。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新旧知识达

到“ 同化效果”。这不仅意味着新知识获得了意义，而且

旧知识也因得到了修饰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样，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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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水解平衡等有关问题，学生可通过条件的改变，背

景的转换等培养类比思维方法，提高思维品质，遇到“ 新

问题”就能自觉联想“ 旧知识”。

三、列举缺点思考法

列举缺点思考法是指积极地寻找并抓住，有时甚至

需要去挖掘事物的各种缺点问题或不足之处等，然后提

出改革或革新的思考方法，以此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及发散思维。此方法适用于化学实验、物质的用途等内容

的教学。可采用问题解决模式。操作步骤：A 、定课题；B、

根据掌握信息一一列出缺点；C、针对缺点提出改进方案

并进行实施。

例如，在学习硝酸这一内容时，有一演示实验：铜与

浓硝酸反应。便可运用列举缺点思考方法。首先提出问题

要求学生列举此实验的不足之处，如该实验中生成二氧

化氮较多，会污染环境，只有等铜或硝酸消耗完，不然无

法使实验停止等等。接着便由学生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方

案来解决问题。学生提出了这样几个方案：1、降低硝酸浓

度；2、及时移去反应物；3、减少铜片量；4、将此反应改在

启普发生器中进行；5、用试剂吸收二氧化氮。6、将铜片改

为铜丝，一头伸出试管外部，另一个绕成螺旋状伸入试管

底部与浓硝酸接触。这些方案是否合理，有无违背实验原

理呢？通过讨论，学生不断修正方案，找到了较合理的设

计并付之实践。

四、对立思考法

设立对立面，从原理论的规范、原理论预期对立的角

度来思考，打破原有认识局限，突破思维定势，以此培养

学生非逻辑思维。此方法适用于化学实验、化学计算、基

本理论的教学。教学模式可采用“ 引导———探究”模式。

操作步骤：A 、设立对立面；B、从原理论出发，与原理论相

比较，通过置疑，暴露原理论的误区或打破旧理论的局

限；C、将正反两种情况有机结合，交替显示，或改变原理

论，获得殊途同归之效。在物质鉴定的教学中，如水的组

成，习惯思路总是将其分解，然后再检验生成的氢气和氧

气。学习了对立思考方法，学生便会尝试去设立对立面，

原来用分解的方法，现在不妨用化合方法，这样思路一下

子开阔了。只要证明氢、氧混合爆炸，生成的是水，不也一

样可以检验水的组成吗？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习惯思

路，遇到问题总是喜欢往早已形成定势的圈子里套，而好

主意往往突破思维定势之后才产生。见人之所未见，思人

之所未思，才能有所创造。

五、转换思考法

通过事物之间的转换，使事物矛盾最终得到解决的

一种方法。以此来培养学生非逻辑思维，此方法适用于化

学计算、化学实验、元素化合物知识等教学中，可采用

“ 问题解决”模式及“ 引导———探究”模式。操作步骤：A 、

找到转化原形的对象；B、对原型整体或部分转化。

在解实验习题课中有关物质的检验时，就可培养学

生转化思考方法。如亚铁离子的检验。学生很自然想到用

氢氧化钠溶液。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复习铁离子的检验

和二价亚铁离子与三价铁离子的互变的性质，不少学生

便会将二者联系起来，将亚铁离子的检验转换成铁离子

的检验。学生提出种种假设，依靠实验来验证，从而得出

结论。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因此得到培养。

六、组合思考法

将思考对象的有关部分合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

新思路、新方法的思维方法，以此培养学生的非逻辑思维

及发散思维。此方法适用于化学计算、元素化合物知识、

化学基本理论、化学实验等内容的教学或复习。可采用

“ 引导———探究”模式。操作步骤：A 、制定目标，以目标为

组合焦点；B、列出与目标可能组合的元素，元素的范围可

以尽量放宽一些；C、将目标与元素组合；D 、从 C 中找出

有意义的结果；E、对有意义的结果进行可行性分析。

在上实验课时，可以让学生设计一些实验装置。如给

学生一支试管及两根导管等仪器，请学生进行组合，设计

出功能不同的装置。学生一开始并不以为然，那么简单的

仪器能设计些什么呢？然而一旦动了手，他们便发现能

“ 创造”出许多“ 新”装置。有气体发生装置、干燥装置、

气体混合装置、检查气体放出速度装置、气体吸收装置等

等。通过设计，学生发现，看似简单的两样东西组合，会有

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也是组合思考方法的魁力所在。在实

施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归纳为“ 努力是成功的原

因”，不努力则导致失败，促进“ 努力———成功———动机

增强”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增加新仪器，在相同或

不同的情景中多次训练，并及时纠正错误。只有这样坚持

下去，教师注意对学生进行培养、训练，学生的创造能力

将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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