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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贯穿创新教育
黄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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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理念的更新，创新教育已经成

为了当前新课程背景下重要部分。本文结合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现

状，从多个角度探究如何在小学语文中贯穿创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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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强、内涵丰富的学科，它在整个小学

教育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是实施创新教育的主要阵地。而在新

课程背景下，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对创新教育的重视，在语文课堂

教学中融入创新教育，在保证学生掌握课本所要求的课程知识的

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经验总结，就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贯穿创新教育这一问题提出了几点自己的见解，希望能为其他教

师提供参考和帮助。

一、营造良好课堂氛围，让学生敢创新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将自己置于权威地位，

学生对老师的话要无条件的服从，这样的课堂通常是严肃而又

死板的。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学生习惯了单方面的接受知识

输入，有问题不敢提问，更加不敢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想法。

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大大削弱，创新思维和质疑能

力也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要在语文教学中贯穿创新教育，

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这

就要求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理念进行反思，打破传统教学观念

中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只是帮助学生开展学习活动的

引路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

生看作有想法有态度的独立个体，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日

常教学中，教师要改变一灌到底的教学方法，多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发表观点，多包容学生犯的小错误，多关注学生身上的闪光之处，

加强与学生的双向沟通，建立和谐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尽

可能地营造一个轻松、愉快、自由、平等的语文课堂教学环境，

让学生在课堂中能够畅所欲言，真正做到敢说、敢想、敢做、敢

创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二、运用多重教学手段，让学生想创新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通常习惯于采用“教师讲——学生听——

做练习”的教学流程，以课本为主要的教学资源，以教师的单方

面讲解为主要的教学手段。而对于小学生来说，受到年龄与心理

特征影响，他们专注力相较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会相对较弱，这

样的课堂很容易让他们感觉到枯燥无聊，甚至逐渐丧失兴趣。因此，

想要在小学语文中贯穿创新教育，教师就要先对自己的教学手段

进行创新，改变单调的教学方式，充分运用各种叫教学手段和资

源丰富自己的课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小学语文课堂中，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搜集可用的多媒体数字资源，

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维素材全面调动学生的感官，创设语

文教学情境，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丰富程度，更好地将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于课堂之中，为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供条件，同

时在多彩的语文课堂中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例如，在学习《夏天里的成长》这篇课文时，教师通过多媒

体设备展示一些代表着夏天的事物的图片，如西瓜、电扇等，让

学生猜这是哪个季节，以此进行导入，在课堂的开始就紧紧抓住

学生的眼球。在课堂教学中，在带领学生研读完课文内容后，给

学生展示一段有关夏天景色的视频，让学生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

感官下更深刻的感受万物在夏天里的成长，并让学生思考自己在

生活中还看到或者感受到哪些事物在夏天里生长。利用信息技术

推进课堂教学进程，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想象力、思维能力

和创造力，提高学生的学习乐趣，让学生真正地想创新。

三、开展小组探究活动，让学生齐创新

在过去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一般是以单独的个体作

为学习单位的，他们在课堂上单独听讲、学习、完成课堂练习。

这使得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较少，难以产生思维之间的碰撞，

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学生创新意识的发展。人们常说：“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

而在合作交流中，学生能够有效地拓展自己的思维，提升自己的

创造力。因此，在开展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工作时，教师要更多地

注重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尽可能多地开展

一些小组探究活动，让学生在交流中吸收融合其他同学的观点态

度，从而产生新理解、新观念。

例如，在学习《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时，教师在带领学生对

课文进行朗读和初步了解之后，将班上的同学以四人为一个小组

划分为若干小组就课文中作者对于闰土的外貌描写开展小组合作

探究活动。教师提出问题：“闰土长什么样？”“从作者对闰土

的外貌描写中，我们能看出闰土是一个怎样的人？”学生根据教

师的引导，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并总结组内成员的观点和意见，

派代表进行阐述。通过这样的小组探究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良

好的交流机会，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在合作

学习中培养创新思维，做到一起进步，一起创新。

四、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应该广泛的关注创新教育对于提高学生创新

能力、增强学生核心素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各种方法与措施将

创新教育贯穿于小学语文教学的始终。

参考文献：

[1] 罗朝霞 .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创新思维模式分析 [J]. 考

试周刊，2020（18）：39-40.

[2] 桑吉草 .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策略研究

[J]. 天天爱科学（教学研究），2020（02）：31.

[3] 金俊淑 . 浅谈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J]. 散

文百家（新语文活页），2020（0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