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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戴  波 

（四川省剑阁县柳沟中学校  628304） 

 
知识经济的核心便是知识的创新，而要使知识得到创新，教

育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教育的学校，所以在各个学科中创新能力
的培养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时代对教育者要求。邵瑞珍教授认
为，创造可分为真创造和类创造两种，而真创造是科学家创造出
来的，这部分不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部分，而我们在教
学中所涉及的只能是类创造，它是针对个人而言，对于学生而言，
我们所培养的就从类创造入手，要树立起“人人能创造”现代意
识来培养学生。 

一、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树立创新教育的意识 
要让学生有创新能力，那么就要教师能够进行创新，所以对

于学生而言，创新能力的培养的起点就在教师的创新教育意识的
树立。树立学生的个性化意识。要求教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引
导者上，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激发学生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与学生建立起平等、民主的关系。树立学生自主
性的意识。学生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而不是消极
被动地学习。对我们的要求是不要过度的干涉学生知识的形成。
第三、树立学生探索性的意识。第四、树立民主意识。在教学活
动过程中，我们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民主平等氛围，有利于学生
的思维发散，不盲从于其他人的意见。第五、树立学生动手实践
的意识。我们学习的知识是前人在生活中总结的各种经验，我们
要树立学生对于各种知识进行实践验正。第六、树立启发意识，
教学工作中依据学习过程的客观规律，引导学生主动、积极、自
学地掌握知识，而不牵着学生的鼻子走，代替学生得出结论。 

二、组织学生进行分组 
学生个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在探索知识时一

个人的能力有限，时间有限，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前人通过多
年探索而得出的经验总结，是力所不及的。把学生按照不同的水
平进行分组，把全班分成几个水平相同组。 开始分组是把学生
在数学方面的成绩通过严格的考核得出，并按照每个组一个层次
一个人的方式分成 5-6 个组，每个组 5-6 个人，每组一个组长由
组织能力强的学生担任。我们要在分组时把学生分为几个层次，
由所有学生和学生自己确定自己的层次，每个组进行比较，要鼓
励学习较差的同学多发言，凡是学习较差同学提出的就多加分等
方式。 

三、教学过程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学的过程中教育学生的主战场，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

场所就是课堂。就课堂中的创新能力培养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
考。 

1、例题和导入的材料取材于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是多彩的，
数学文字是枯燥的，书上的例题有很多是枯燥的数字，而且学生
在预习（自习）的过程中都把这些已经看过了，一则缺乏新鲜感，
二则枯燥无味难提起学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生活中的实际情况
引入到例题中，那么学生学习会更有兴趣，也知道在学习这节知
识后的用处，认识到学习到的知识是能用。例如在一元一次方程
的学习中，我们将例题改为做饭、买东西等问题都可以。三角形
的面积计算，我们可不可以计算一块土地（可以是多边形）的面
积，分作几个三角形来计算呢？ 

2、鼓励学生一题多解。数学中的一题多解是传统方法，但
确实是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一种好方法。在教学中采用一题多解
的教法，并且引导学生评价各种不同解法的特点及其优劣，不但
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对于提高解题能力，拓宽解题思路，
增强发散思维能力都有很大好处。 

3、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比较。让学生对相关的知识点进行
归纳，让学生在归纳的过程中找到相应知识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通过比较各种知识点，将相关知识进行比较，使学生对新学的知
识更加深刻，鼓励学生将新知识与以前所学不同的知识进行比
较， 后发现其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如正方形的学习中，我们
用归纳的方法找出正方形的相关性质，用比较长方形、平行四边
形、梯形、四边形、菱形之间的相关点线面的知识。 

4、鼓励学生提出质疑，培养思维的批判性。我们在学生学
习了相关的定理之后，可以让学生说明一下，这些定理是否正确。
当然这种做法走了弯路了，但是可以培养学生对知识产生疑问，
然后引导学生对定理进行证明。要知道正是由于质疑权威才有了
很多科学家得出了划时代的科学结论，比如哥白尼正是由于反对
了地心说，才成就了日心说，从而推动了天文事业的发展。让学
生大胆的提出质疑，但要求学生在提出疑问的基础上，说出自己
的理由，并对于这些质疑如果有理有据，给予表扬，对于理由不
足的部分学生给予鼓励。 

四、练习题的创新 
在设计的练习题中，我们要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数学的必要

性，并且将生活纳入到学习的过程中。如在计算面积的过程中，
我们将生活中的土地面积计算，池塘计算等进行练习。 

1、多设计能培养创新能力的题目。由学生自行设计生活中
应用的数学知识的题目，看下谁设的好。要求学生对一种题目进
行多种方法解题，看谁运用的方法更多，更好。设计一些开放性
的题目让学生来解决，鼓励学生用新的方法进行解决问题。 

2、把练习的方式改为知识竞赛等方式。如把简单的题、复
杂的题、困难的题分成必答题，抢答题等，每个组都必须回答简
单的题或者必答题，而抢答题有一定的难度，如复杂题，计算较
大。当然也可由学生自己设计题目，由学生组织竞赛， 后得出
一个优胜组，有黑板上展示其组员的名字。 

3、把学生按照不同的水平，分为精英、普通、较弱等几个
层次，每个层次的学生对应着不同的标准，也就是说将学生按层
次布置相应的练习题，精英组的学生就可必须完成复杂的题，练
习一些困难的题，而简单的题目可以通过口算等方式回答都可
以。而较弱的这一组学生不涉及困难的题目，但要求必须做好简
单的题目，而复杂的题目需要进行适当的练习。普通组的同学可
以口算简单的题目，复杂的题目必须完成，困难的题目涉及部分。 

五、评价的过程进行创新 
要使学生的创新精神得到培养，必须要评价上得到一定的改

革，不要成为一个模子出来的学生，学习的方式方法都一个样。
1、课堂上鼓励学生提出新的点子。比如很多题目一般有多种方
法，我们在课堂中对于提出新办法的同学，进行鼓励，让学生展
示自己提出的新办法。当然这些可能是新解题思路，也可能是另
一种解题方法，无论那种创新我们都要进行鼓励。2、练习过程
中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在各种数学练习过程中我们的出发
点，或者观点不同所采取的方法就不同，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就有不同的计算方法，虽然结果是一致的，但每种方法都不要否
定，否则会打击学生的创新意识，我们可对其进行适当的鼓励，
如在黑板上展示出来，虽然方法可能更复杂些，但还是要予以肯
定。3、有考核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发散思维的培养，提出
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对其产生的新方法、新观点进行认真的
评价，如有利的就给予较高的评价，如无利的给予适当的肯定，
并得到相关的表扬。 

建立起创新的教育教学理念，让更多的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
来，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