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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

李秒国

金昌市金川总校第五小学  甘肃  金昌  737100

【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 :数学是人类生活的工具 ,对数学的认识不仅要从数学家关于数学本质
的观点去领悟 ,更要从数学活动的亲身实践中去体验。数学学习的本质和核心是数学思维。因此，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能力是数学教育的重要课题。我们的数学教育必须以“再创造”的方式来进行，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应从创设愉悦课堂， 激发创新灵感；注重思维发展，培养求异思维；巧设定势障碍，打破定势思维；
注重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四个方面探索。学生的思维发展提升潜力巨大，教师要在教学中循循善诱，及时点燃学生智

慧的火花，鼓励他们独立思考，主动探究，积极创新，学生的创新能力就会能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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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需要创新，我们的社会治理需要创新，

我们的科技进步需要创新，我们的经济发展需要，创新

是一个国家兴旺民族进步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增强综合素

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

维。学校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对小

学生来讲，虽然他们年龄小、知识少、经验少、但他们

具有旺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

想象力，这就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发展创造性思维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 : 数学是人类生活

的工具 , 对数学的认识不仅要从数学家关于数学本质的

观点去领悟 , 更要从数学活动的亲身实践中去体验。数

学学习的本质和核心是数学思维。因此，培养学生创新

思维能力是数学教育的重要课题。

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教学的核心是学生的“再创

造”，数学实质上是人们常识的系统化，每个学生都可

能在一定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获得这些知识。

所有的新知识，只有通过学生自身的再创造活动，才能

使其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中。所以，我们的数学教育必

须以“再创造”的方式来进行，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 创设愉悦课堂， 激发创新灵感
思考是创新的基础，在教学当中要努力创设愉悦的

情景，能够使学生受到感染和鼓舞，从而激发学生积极

思考，使学生在思考后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如在人教版

五年级数学教学“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时，设计学

生动手操作的活动，让学生在掌握长方形面积计算的基

础上，通过剪拼的方法把手中的平行四边形拼成长方形，

再去发现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在操作方法的交

流中鼓励学生寻求不同的剪拼方法，引起学生进行争论，

然后得出相同的结论。如在复习长方体、圆柱体体积计

算时，教师让学生计算出一个苹果的体积。学生一下子

愣住了，随后激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有的学生提出了

创新的方法，先把苹果削成近似一个圆柱体，计算出圆

柱体的体积，就知道了苹果的近似体积。这样的方法已

经有了创新意识，但是计算出的结果是近似值。教师提

出，如何计算出苹果的精确体积呢？学生陷入了沉思。

这时教师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缸，加入水，给学生以

暗示。有的学生立即举手发言，先量出水位上升的高度，

便可计算出水上升的体积。通过等量代替，即为苹果的

体积。在这一启发学生思考过程中，既要学生具有扎实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调

动学生深度思考，把相关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会贯

通，才能有所发现，才会有创造思维闪现。

发现是创新的先导。教师要让学生在发现中产生创

新的意念和灵感。如在教学“能被 2、和 5 整除的数的

特征时，教师先鼓励学生任选一个数，教师都能判断是

否能被 2 和 5 整除，学生出得快，教师回答得快，学生

举出得数据越来越大，但并没有难倒教师，当长长的一

系列能被 2 和 5 整除的数排列在黑板上时，教师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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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考，相互研究去发现能被 2 和 5 整除的数的规律。

这样，学生就在发现和思索中体现了创新的灵感。需要

强调的是，对问题的解决是否创新，关键在对问题的解

决对学生来讲是否新颖，能否综合运用知识从不同角度

去思维、去解决问题。

2 注重思维发展，培养求异思维
扎实的基础知识教学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前提条

件。但是，基础知识学习扎实不一定就具备了创造思维

能力。因为知识转化为能力，普通思维能力转化为创造

性思维能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渐进过程，它是多种思维

形式的综合运用。求异思维则是和求同思维相对而言的。

这两种思维方式通常统一融合于创造思维过程之中，相

互作用。再我们的日常教学中，经常用求同的思维方法

训练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教学中

假如不重视求同思维训练培养，学生就不能迅速、容易

的学习继承前人的经验。求异思维通俗地讲，其实就是

面对一个问题，尝试从不同的方面，甚至是相反的方面

去思考，去探求答案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它是形成创造

性思维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任何发现、任何发明、创造，

包括科学理论的创立，首先是以求异思维为出发点，没

有“求异”必然无所“创新”。既是求异，那么我们的

教学就不能拘拟于书本、拘束于模式，守旧于框框，教

学要有独到的设计、创新的思维、新颖的方法。如在学

习过人教版三年级数学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内容

后，教师给学生布置了通过实际测量计算出学校排球场

的面积。大多数学习小组学生都是测量了排球场的长和

宽之后相乘计算出实际面积的。其中有一个小组，只量

了半个排球场的长和宽，然后把计算出来的面积再乘 2

求得了整个排球场的面积。教师表扬了这个小组，并鼓

励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问题，突破常规的想法和做法，从中摸索学习创新方

法。教师可以自编应用题，用多种方法解答应用题，从

不同角度改正所设计判断题中的错题，来发展学生的求

异思维能力。如编这样一道题：某公司生产一批钢材，

原计划每天生产 36 吨，要 5 天完成，实际只用了 4 天，

平均比原计划每天多生产几吨？常规解答：36×5÷4-

36=9（吨），但其中也有学生用 36÷4 来解答。教师请

其中的一名学生交流了他的解题思路，引发了学生们的

激烈争论。教师肯定了他们的这种简捷的解题方法，并

表扬了他们所发挥的创造性，号召全班学生在今后的数

学学习中挖掘自己的创造潜能。

3 巧设定势障碍，打破定势思维
学生在学习经历中，已经形成了对知识理解、思维

方法的惯性，在解决问题时常常会产生一种定势心理，

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形成阻碍，不解决这种定势心

理，思维也就难以活跃，创新的意识也不易产生。没有

创新意识闪现，也就进入不了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层次。

预想引导学生突破思维定势，教师就要有经常性有

意识地给学生设计创新的题目，逐步打破思维定势的束

缚，积极激发学生独立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当学生的视野拓阔了，联想的翅膀展开了，思维也就激

活了。只有了定势思维被打破，才能产生创新意识的火

花，发展创造性思维。怎样促使学生打破定势思维呢？

3.1 设计打破“常规”的训练内容

例如，在解决问题教学中，多数学生都会不假思索

地认为，假如问题中出现“多”字就应该采用加法计算，

问题中有“少”字就用减法计算。在此情境下，教师设

计了下面题目来引导学生克服这种思维定势。

（1）郭靖和黄蓉一起折纸飞机，郭靖折了 18 个，

他比黄蓉多折了 5 个，黄蓉折了几个？

（2）郭靖和黄蓉一起折纸飞机，郭靖折了 18 个，

他比黄蓉少折了 5 个，黄蓉折了几个？

（3）郭靖和黄蓉一起折纸飞机，郭靖折了 18 个，

黄蓉比郭靖多折了 5 个，黄蓉折了几个？

（4）郭靖和黄蓉一起折纸飞机，郭靖折了 18 个，

黄蓉比郭靖少折了 5 个，黄蓉折了几个？

这些问题的设计和训练，帮助学生在对比分析解决

问题中，理清了问题的实质，思维得到拓展，思维定势

被打破，同时使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突破思维定势，

是发展创造性思维的重要路径。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

说过：“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就是告诉我们学

习要象蝉蜕一样，扬弃陈旧，才能创新的道理。

4 注重学生想象力的培养
科学家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

要。”一个人想象力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有调查表明，

儿童的创造能力比成人要强，这和儿童的想象力非常丰

富有关系。如在教学当中：让学生独立思考图形中包含

几个小木块。有的说有 4 块，有的说有 3 块，老师不作

评价，让学生拿出学具摆这个图形，说三块的通过操作

发现自己思维的缺陷，即对“躲”起来的一块是想象中

的空白。此时教师再出示原形图的视觉转移图，让学生

在思维中留下“躲”起来的一块在立体图上表示的清晰

形象。使学生在也在想象中体会创新的内涵。在培养学

生想象能力中我们坚决两条，凡是学生能发现的教师决

不直接给予结论；凡是学生能独立发现的教师决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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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生的思维发展提升潜力巨大，教师要

在教学中循循善诱，及时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鼓励他

们独立思考，主动探究，积极创新，学生的创新能力就

会能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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