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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学语文作为小学生学习的重要科目之一，应重视对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进而培
养学生的多维逻辑。在此背景下，教师应注重分析新课程改革
工作的具体目标，挖掘教学内容中创新能力培养的切入点，加
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将创新能力培养工作融于语文教学中的
各个环节，落实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教学计划。

1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意义
1.1创建语文教学模式的新型基础框架
教师应意识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教学

科目，而是基于语文课堂教学环节的重要创新模式和环节，是
语文教学工作中的基础因素。所以，利用语文课堂教学环节加
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工作，是构建新型教学框架的重要活动
形式，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体验语文文化情感的同时培养
学生多样化的思维活动，有助于落实新一轮课程教学改革工作的
落实，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语文素养和语文学习能力。

1.2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知识经济为时代发展代表的今

天，创新能力对于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
意义。因此，通过小学语文课堂就爱学环节，加强对小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对学生提出的更高要求，有益于
培养学生在小学阶段就形成优秀的创新思维和文化素养，为学生
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形式[1]。

2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
2.1优化改革课堂教学环节
想要高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就应重视在正式开展语

文课堂教学之前，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制定出
科学有效的课堂教学计划。优质的课堂教学，能够为学生创造出
和谐、轻松的学习环境，为学生高效学习奠定基础。因此，教师
在备课期间，应对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不仅要
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还要充分结合学生的学习内容，将新旧知
识进行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从多个方向看待学
习的内容，便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与此同时，还要准备多样化
的教学活动，设计教学游戏等，让学生在游戏环节中轻松掌握相
关知识点，进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小学生的创新能力。

2.2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为教育领域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条
件，积极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课堂教学。多媒体的使用对小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加强学生课堂学习的
注意力，还能培养学生对外来事物的接纳能力。教学环节中，教
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的屏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教师还可以利用音频软件，陶冶学生情操。教师还可以
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分组教学、竞赛等形式，促进学生学习潜能的
开发，在学习环节中融入对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计划。

2.3重视小学生在课堂教学环节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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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视对小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要求，也是优化小学语文教学模式的创新手段。
教师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应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重视学生在课堂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着手，激发
学生多个方面的创新能力，应对时代发展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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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有效培养小学生的创新能力，就要重视转变传统的教育
理念和方式，落实小学生在课堂教学环节的主体地位。在传统教
育教学环节中，教师往往处于主体地位，着重利用单一传授的方
式开展教学活动，而小学生普遍具有活泼好动的特点，这无疑不
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开展。此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小学生的活
泼好动的心理，增加小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机会，让学生成为课
堂学习的主人，而教师只是他们的引领者。这样，在教师的鼓舞
下，学生会更愿意进行自主学习，进而不断创新思维。长此以往，
学生就能形成优秀的自主学习能力，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计划
的实现，对学生未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2.4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目的，是想打破学生传统的固有思维习

惯，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能够试着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事件
本身和性质，便于解决相关问题，提升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效
率。在学生的生活实际中，经常会遇到种种问题，而当长期处于
同一环境，面对事件发生后使用同一办法解决问题的情况，就是
所谓的思维定势。当再一次遇到同样问题时，思维定势就会影响
对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手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环境发生改变
时，思维也不会随之转变。教师应对这一情况进行重点分析，并
利用身边多样化的教学资源或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可以根
据实际的教学内容，融入多样化的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等，对学
生进行逆向思维训练的同时，扩展学生视野。如“草船借箭”、“狐
假虎威”、“刻舟求剑”等故事，就可以被教师很好的利用于反向
思维的教育环节。教师为学生讲解“狐假虎威”的成语含义时可
以让学生进行反向思考，是狐狸的智慧才让自己得到好处的；教
师讲解“刻舟求剑”时，还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散思维，引导学生
思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等多角度的问题。利用寓言故事、成
语故事加强对学生反向思维的引导，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能
力[ 2 ]。

结语：综上所述，在语文课堂教学环节充分培养小学生的创
新能力，不仅是顺应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进一步落实
新一轮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优质手段。教师应积极探究课堂
教学的内容，并结合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从优化改革课堂教学
环节、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重视小学生在课堂教学环节的主体
地位、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等方面着手，重视小学生语文课堂环
节创新能力培养工作，有效引导学生形成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小
学生未来更好的学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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