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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黎文碧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凤凰学校 
教育是以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取向的教育。

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部分。我们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

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作为小学教师应站在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高度，塑造学生创新个性，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发展

学生的创新思维。如何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呢？我认为关键就是要充分挖掘教学中的“创新点”，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做法： 

一、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创新意识。 
创设问题情境，不仅能唤起学生的有意注意，引起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好奇心，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乐于创新的兴

趣。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心理特征，在教

学目标和求知心理之间创设一种富有创新机会的情境，把学生引

入这样一个问题情境中，唤起他们的创造欲望，那么学生的创新

意识就会孕育而生。 

在教学“循环小数”时，上课开始，教师就说：同学们已经

掌握了小数除法的计算法则，下面进行计算比赛，看谁做得又对

又快。教学随即出示：40.5÷15＝    ，2.38÷0.34=    ，10÷3＝    ，

58.6÷11＝    ，当学生发现，后两题永远除不尽时，教师及时说

明这就是课本例 7 和例 8，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研究的新知识――

循环小数。从而揭示课题，激发学生去求知、去探索。这样引入，

既复习了与新知密切相关的旧知识，为学习新知识作好和铺垫，

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动机，培养了学生创新意识一、抓好奇点创

新 

二、疑难点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为

此，教师可以让学生抓疑难点质疑问难，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学

生能在疑难处自己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疑惑之处，本身就是一种

好学、乐学、主动学习的体现，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作为教

师对学生的质疑问难，一是要大加鼓励；二是要妥善处理，巧妙

引导，使学生质疑问难的质量越来越高，更具有创新性。 

例如，教学“比的意义”时，有个学生站起来问：“比的后

项不能为 0，那么打球比赛为何可以用 3:0 表示呢？”对这个同

学提出的问题我当场进行了表扬，然后这问题我让学生展开了计

论，学生讨论十分激烈，思维的火花激烈地碰撞着。这时，我引

导学生想一想比的意义，学生通过再次讨论比的意义，终于认识

到打球比赛中的比分后项可以是 0，因为它们不是表示两个相除

的关系。由此可见，质疑问难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三、异点培养创新精神。 
求异，即不苟同于传统的或一般的答案或方法，常提出与众

不同的设想。它是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小学数学教学中，

让学生在求异中创新，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能力，培

养学生思维的多样性。教师要引导学生突破常规，沿着不同的方

向思考，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出最佳方案。 

小学数学教学中，一题多解，是培养学生求异思维的条重要

途径。教学时，教师要通过一题多解，让学生思考，让学生求异，

从中进行创新教育。如解答 一个服装厂原来做一种儿童服装，每

套用布 2.2 米，现在改进了剪裁方法，每套节省布 0.2 米，原来

做 600 套这种服装所用的布，现在可以做多少套？ 

解法 1   2.2×600÷（2.2-0.2）=660（套）. 

解法 2  0.2×600÷（2.2-0.2）+600=660（套）. 

解法 3  2.2÷（2.2-0.2）×600=660（套）. 

解法 4  设现在可以做 x 套. 

（2.2-0.2）x=2.2×600 

x=660 

解法 5  600× =600× =660（套）. 

通过一题多解的训练，鼓励学生以变异的观点，突破习惯的

思维方法，展开创新性思维活力，让学生在求异中创新。 

四、动手操作、探索是培养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 
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苏

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大脑里有一些特殊的、最积极的、最富

创造性的区域，依靠抽象思维与双手精细的、灵巧的动作结合起

来，就能激起这些区域积极起来。如果没有这种结合，那么大脑

的这些区域就处于沉睡状态。”操作是一种手、脑、眼等多种感

官协调参与下的活动，组织学生动手操作，可以提高大脑皮层的

兴奋度，更有手于激起创造区域的活跃，从而促进学生数学思维

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发展。 

例如，在教学“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时，我鼓励学生把圆转

化成以前学过的图形，学生动手把圆剪成 16 等份，再把它拼成

一平行四边形或长方形，再引导学生找出长方形的长和宽同圆的

半径的关系，让学生自己推导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学生在操作

中，“手使脑得到发展，使它更时智，脑又使手得到发展，使它

变成创造的工具。”同时，学生又实现了自我创新，体验到了发

贡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五、抓转化点创新精神。 
小学生学习数学总是在矛盾的过程中由旧知到新知的。当遇

到新问题时绝大多数是可以将其转化成旧知识加以解决的，利用

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知识是很重要的认识方法，让儿童从小学会

用自己掌握的旧知识去寻求探索新知识非常有益。学生的认识也

总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不断促进新的认识结构的建立。特别是

中高年级学生，由于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教学时，引导学生结

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知识间的转化，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例如，教学“圆的面积”时，向学生提出能不能用转化的方

法推导圆的面积计算公式这个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由于

有用转化的方法推导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公式的基础，分小组让

学生动手操作，结果学生分别把圆割拼成近似的长方形、平行四

边形、三角形和梯形，推导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这样，教师为

学生创设了良好的情境，巧抓转化点，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进

一步的提高。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

人人是创造之人。”因此我们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

神真正落到实处，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师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努

力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深刻领会新大纲精神实质，深入钻

研教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肩负起培育具有创新性人才的伟大

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