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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与假设”是创新的开端，是学生结合了

自己的感知、认知、情感和经验得出的对事物的一

种认识与看法，这是学生学习中的一项不可或缺

的品质。那么，如何在高中化学的教学中，培养学

生这种优良的品质呢? 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

践，浅谈一些经验与看法，以期能够引起大家的讨

论与关注，为课堂教学提供新思路。
一、创设情境，生发“猜想与假设”的意识

自由的思想是学生猜想与假设的基础，教师

要了解自己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

的课堂环境，以解放学生的思想，消除学生思维上的

紧张感、畏惧感，鼓励学生大胆进行猜想，积极进行

表达，从而激发学生乐于猜想、敢于批判的精神。
比如在学习有关“金属之间的置换”时，往往

会通过金属活动顺序表来判断金属与金属之间的

置换反应，让学生对“前面的金属可以置换后面

的金属”进行记忆，而这个规律仅仅指一般情况

下成立，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能

力去猜想与假设，找出其中的特殊之处。
猜想与假设: 钾、钙、钠三种金属不可以与排

在金属活泼性顺序表中后面金属的盐反应制备金

属单质。
有的学生并不认同，认为只要其金属性强就

都可以置换。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各持己见，争论

地非常激烈，教师就可以顺势引导学生，让学生说

出自己的猜想方案，学生利用金属钠与硫酸铜溶

液的反应，来证明不能置换，其原因就是钠单质会

先与水反应，然后再与硫酸铜中的铜离子发生置

换反应，最终生成铜单质和钠离子。但实际的化

学反应确是钠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和氢气，此

时生成的钠离子已经不具备置换铜离子的能力，

因此学生的这种假设或者猜想就是错误的。
二、融入情感，激活“猜想与假设”的兴趣

1． 同构化学史，塑造学生主动探究的科学能力

学生是不是愿意对遇到的问题积极的展开猜

想和假设，与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的高低有着密

切的关系，而化学史便是提升批判思维水平的重

要方法。无论是“燃素说”还是“氧化说”，无论是

原子结构的“西瓜模型”、“行星模型”还是“电子

云模型”都可以很好地提升学生在猜想和假设方

面的批判思维水平。
2． 利用“反例”提升学生关注问题、敢于批判

的意识

所说的“反例”，在这里说的是学习的知识很

难用于分析现实中遇到的具体情况。比如: 分析

金属钠处于熔融形态下可以置换活泼金属钾( Na
+ KCl NaCl + K) 的缘由; 分析活泼金属钠不

可以置换出 CuSO4 溶液里的铜的缘由。使学生

从另外的方向来分析问题，转变固有的知识所需

要的条件，也可承认固有的概念来对反例做出全

新的诠释，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敢于批判的意识。
三、科学引导，学会“猜想和假设”的方法

1． 通过演绎法提出并确立假设

演绎法是一个把普遍性运用到特殊性的分析

方法。利用化学理论分析提出设想和假设是这一

学科猜想与假设的主要方式。化学教育里使用演

绎法提出并确立假设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 1) 遵循和问题相关的知识 ( 例如物质结构

概念、化学反应知识、平衡移动概念等) 分析确立

假设。比如: 依照乙醇的化学式以及同分异构理

论分析得出乙醇的结构式应该是: CH3 － O － CH3

或 CH3CH2 － OH; 利用研究有机物分子式里的不

饱和度( Q 值) ，预计这个有机物可能会呈现的构

造与应该具有的特性; 遵循化学反应的实质分析一

个反应得到的生成物或者从生成物判断反应物等。
( 2) 依照和问题相关的物质构成成分确立假

设。比如: 氯水漂白原理研究的设想，依照氯水的

构成成分与已经掌握的知识确立: 氯水之所以能

够漂白，主要因为氯水里的 Cl2 与水的作用生成

的 HClO。
( 3) 依照和问题相关的变量确立假设。比

如: 在对氢气与氯气进行光爆实验的时候，假设研

究干扰氢氯光爆的要素，比如二者的体积比例、所
需的光强等，确立最科学的实验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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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依照和问题相关的外部条件确立假设。
比如: 关于铁怎么会生锈的问题，启迪学生根据铁

生锈所需的外部条件，如: 空气、湿度等，确立铁出

现生锈现象的种种设想。
2． 通过归纳法提出并确立假设

归纳法即为一个通过对特定的现象进行分析

而得出的结论提升到一个普遍性的认知规律的分

析过程。比如: 反应之前与之后参与反应的各部

分的质量总和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引导学生依

照已经掌握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在学习过程中一

些学习经验，分析得到反应结束后参与反应的各部

分质量的总和的三个可能性，即增多、减小与不变。
3． 通过类比法提出并确立假设

类比即为一个在某种条件下已经通过验证的

理论运用到和其相似条件中的方法。化学的相关

知识分类复杂，而且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这一特

征就促使类比法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
( 1) 结构方面: 如，依照 CH4 分子的成分与空

间构造，判断 CCl4 分子的大概的空间构造。
( 2) 性质方面: 依照同主族元素构成和特性

存在相似点的特性，判断同主族相关元素的构造

和特性等。
想让学生科学地使用类比法确立假设，在教

学过程中就必须对相关族群的事物进行比较性学

习，让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物存在的相

同点以及不同点。
4． 运用直觉、灵感、想象等方式确立假设

在化学学科的进步历程中，非逻辑思维要比逻

辑思维更受人们的广泛关注。居里夫人利用其直觉

确立了新的假设; 凯库勒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灵感，依

照梦境里的情境，确立了苯分子的环状构造的假设。
化学教育里，可以恰当地运用这些非逻辑性的方法，

激发并提升学生敢于通过非逻辑思维确立假设。
四、积极探索，拓展“猜想与假设”的内涵

1． 了解“猜想与假设”的形成途径

学生学习新事物或者遇到思维障碍时，就会

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调动已有的知识、能力和

经验，不自觉的直觉、灵感和想象对事物进行非逻

辑性的猜测，或者利用比较、分类、归纳和演绎进行

逻辑推导，从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本质的挖

掘、新知的学习。当然，这种猜想与假设带有一定的

主观性，要通过实践操作来做验证。
2． 提高猜想与假设的理论根据

猜想与假设并非胡思乱想，一定要依照大量

的理论与实践。所以，对化学学科理论、化学规

律、特别是揭示化学本质的内容更应该引起关注。
要是学生明确了化学反应之前与之后的元素构成

与数量是不发生变化的，本质上就是旧键断开和

新键建立的过程，便很容易通过反应物预测反应

得到的产物，也可以通过反应得到的产物来分析参

与反应的物质。通过对化学本质的认知来确立猜想

与假设，就能够让其更加的科学合理。
3． 激励学生勇于假设，敢于猜想

要使学生具备更强的发散性思维，首先，要具

备假设与猜想的勇气。这一点是形成发散思维多

样性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

思维的创新性，例如，化学课堂上，教师会引导性

的向学生发问“我们还可以从哪个角度考虑?”
“这道题还有没其他的解决办法?”等等，引导学

生将思考方向、思考角度发散开来，帮助学生从事

物的结构、物理性质等方面进行多元化假设、猜

想、预测。
4． 辅导学生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从宏观角度上看，每一项科学研究都是人类

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的过程。学生在学习活动中，

对每一项实验活动的假设和猜想，以及推理，从根

本上来说，是利用科学的理论体系去解决现实情

况，整合现实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浮于理

论知识层面，而是对原有知识结构进行重新整合，

筛选。因此，理论知识结构越是完备，积累的知识

面也便更加宽泛，构建的知识融合的框架更加坚

固，这就给大胆假设与猜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认知层次的内核是对固有知识、理论、

经验的积累，通过大脑的重组与编排，内化为层次

性较强知识结构。所以，化学课堂教学过程应该

注重温故知新，培养学生形成新旧内容的知识网

络，然后指导自身的实际操作。这样，不仅能够辅

助学生搭建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还能够加强学

生假设与构想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有效的解决日

益更新的现实问题。
( 收稿日期: 2015 － 04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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