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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七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就在他的

《大教学论》中提出：“在尽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

物都应尽可能地放在感官的跟前。”形象思维的特

征是用形象材料来思维，而形象材料的最主要特征

是直观性和具体性[1]。在《基础化学》中有着丰富的

形象思维素材，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这一点，就可

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理解能

力。

1 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必要性
1.1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

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形象思维可

以直接利用感官接受具体形象信息，然后在头脑中

形成表象，使抽象的语言变成具体的、直观的、且有

些趣味性的概念，让学生去联想、探索，产生学习的

动力，培养学习化学的兴趣。比如：《物质结构》一

章中讲述电子在核外运动遵循统计规律时，可以通

过启发和讨论的形式获得以下共识：蜜蜂在某一朵

花采蜜时，没有确定的飞翔路径，似乎没有规律，但

长时间多次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蜜蜂在这朵花的近

处远处都可能出现，但蜜蜂总会在离花近的地方出

现机会多，可以说这就是蜜蜂在对一朵花采蜜时的

运动规律，然后引出电子运动的统计规律[2]。学生

就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统计规律，由好奇到对这门

课程产生兴趣。

1.2 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抽象概念、理论，探究实

验本质，提高教学效果

学生们运用形象思维通过直观的类比，联想等

思维加工，使抽象难懂的概念、理论变成易学易懂

的，这样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而且还可以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讲解《胶体》一节时，通

过播放Fe（OH）3胶体的电教录像，学生可以清楚地

看到红色的胶团在阴极附近上下浮动的情境，仅用

五分钟就看到了Fe（OH）3胶体的制备、净化和电泳

的全过程，使学生深刻理解胶体稳定性的主要原

因，一是带电胶粒的相互排斥，二是布朗运动的扩

散作用。这一认识结果的完成，实际上是对客观对

象的本质的规律性反映，是对所见事实抽象、概括

的结果，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1.3 有助于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提高

形象思维能力的增强，使学生的联想能力、类

比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等都会有相

应的共同发展提高。在传授知识、发展智力和培养

形象思维能力的过程中，必然会应用和带动其他思

维能力的发展，多种思维能力间是相辅相成的，比

如我们在培养形象思维能力的同时，就会用到类

比、创新、抽象和辨证等多种能力，从而促进多方面

能力的提高。

2 在化学教学中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途径有
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2.1 通过结构示意图或直观模型，建立空间概念，培

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结构示意图或直观模型是客观实物的模拟品，

也是对微观事物想象的类似品。通过对模型或结

构示意图的“形似”，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力求达到

“神似”，这样就能准确的判断和定位。如“氯化钠

晶体内钠离子和氯离子是空间交替排列”一句中，

有人对“空间交替排列”不理解，对其中的钠离子与

氯离子个数之比为6∶6或1∶1就更难以理解了。对

此，我们观察氯化钠晶体结构模型后，再去观察氯

化铯晶体结构模型，两者相比较很快就会得出结

论，虽然两者化学式相同，但是晶体的内部结构不

同。从而，通过直观模型，纠正了平面的结构错觉，

这样经过数次的观察，感性认识不断加强，大脑中

就会逐渐建立起正确的、完整的、清晰的立体构象，

为增强立体空间想象能力打下基础，也为培养形象

思维奠定基础。

2.2 运用形象的化学用语，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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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术语特别是对于分子

式和化学反应方程式等符号模型的掌握和理解，大

都是比较复杂和抽象的，但如果我们能很好的利用

这些素材去引导和探索，是可以逐渐培养学生的形

象思维的。比如：当我们在讨论氯化钠中的钠离子

与氯离子之间有较强的静电作用，即钠离子与氯离

子间的离子键的键能较大时，我们可以对氯化钠的

熔点的讲解来说明破坏离子键是不易的，引出离子

键是很强的作用，运用形象的化学用语把感念特性

具体化。再者对于我们遇到的一些分子式，也是很

好的形象思维培养素材，分子式中原子间的结合一

般是具体的，我们可以根据其分子式特点来对其结

构、连接方式和形成元素间的质量比关系加深了

解，形成表象，培养形象思维。通过把化学用语的

形象化，把概念本质的具体化，可以比较好地发展

学生的形象思维，把枯燥的知识感念转化成学习的

兴趣。

2.3 由化学实验现象、化学反应的本质去引导培养

学生的形象思维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即使讲千

遍，不如做实验，化学实验具有直观性和趣味性，是

我们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最佳场所。通过学生对

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对知觉进行整理，组织感觉

信息，使感觉材料进行秩序化、整体化以形成直接

的感性反映形式。在讨论金属钠与氯气反应时，我

们可以充分利用现象来进行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

实验前钠存放在煤油中，通过让学生观察思考，很

容易得出钠是比较活泼的金属，然后通过反应时的

剧烈程度引导使学生能对氯气的氧化性有一个直

观的认识，再者通过生成白烟过程的思考，可以得

到金属钠与氯气化合，用形象的原子结构示意图，

分析氯化钠的形成过程，使微观的感念和反应具体

化、形象化，锻炼学生的形象思维，提高学习化学的

兴趣。 再如：为了使学生深刻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

概念，可以从化学反应的实质入手，来认识化学反

应速率问题。化学反应的实质可以概括成“动→碰

→破→立”四个字，前两个字是物理变化过程，后两

个字是化学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所有化学变化过程

必然经过物理变化过程；若物质的微粒由于运动发

生碰撞而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那么物质只停留在

物理变化过程，而没有发生化学变化。显然，化学

变化的发生及变化的快慢取决于反应物微粒间碰

撞的次数及碰撞力量的大小，即碰撞的力量越大，

反应物的微粒才有可能发生“破”的变化，而碰撞次

数越多反应才越快。用这个观点可以使学生浅显

地认识到增大反应物浓度或增加气体反应物的压

强，可知加快反应速度的原因是增加反应物微粒间

的碰撞次数；升高温度可以加快化学反应速度的原

因是由于增加了反应物微粒间碰撞次数及增大了

反应物微粒间碰撞的力量。以上谈的“破”可以认

为是分子的破裂、离子得失电子及原子的电子得失

或偏移。笔者在教学中体会到，从化学反应的实质

入手去揭示化学反应速率问题，是使学生深刻认识

化学反应速率知识的有效教学方法，也是引导培养

学生形象思维的好方法。

2.4 对化学抽象概念进行形象的类比，对学生进行

形象思维培养

化学中的概念大都是抽象的，我们如何把它变

成形象具体的语言呢？通过一些联想和比喻来达

到我们培养形象思维的目的。如讲解共价键中σ

键和π键区别时通过它们之间共用电子对形成的

比较，用一个是“头碰头”，另一个是“肩并肩”的形

象化语言，就可以很好的使学生的对比思维和形象

思维得到锻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运用和培养

着许多其他方面的能力。

2.5 利用多媒体仿真技术，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能

力[3]

计算机在课堂教学中的辅助作用越来越被人

们所重视，它因具有直观、形象、方便、快捷的特点

而越来越受到广大老师的青睐。利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能直观地把静态图示转变为动态图示，把微

观问题宏观化，把抽象问题具体化，加深学生的印

象，从而化难为易，增强学生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使

教与学变得易于开展，同时还可以营造出生动活泼

的课堂气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例如：电

子云等内容比较抽象，描述也比较困难，需要学生

具有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大部分

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吃力，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课本上

的照片来解释，也可以用相关模型进行直观教学，

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前者由于缺乏动感而使学

生误以为单个电子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后者则会

让学生认为原子是一些实心的几何体。如果用多

媒体仿真技术模拟实验，就可以化抽象为具体，从

而让学生能真切地感受并理解电子运动的特点及

其描述的方法。再如丁烷的构象的结构模型，氢原

子及甲基在空间的排列位置变化，可形象看出基团

等微观世界是多么的对称和谐，通过多媒体仿真技

术几乎不费口舌，学生就能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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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key objectives in universities is to train the students' abilities，including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innovations.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s in great ne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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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platform；Tutorial system；Opening laboratory；The second classroom

是学生发展过程中所应重点培养的能力，且形象思

维能力的培养途径是丰富、复杂而深刻的，我们在

实际运用中，应结合不同的探究对象运用不同的表

象语言、模型等来进行。形象思维能力的增强，会

伴随或者带动其它能力的发展提高，会使学生在学

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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