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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创新之路 “知”未来已来

魏泽霜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数学的核心是一种思维模式，是对世界的认知进行标准化处理。数学作为所有学科基础，它在社会各行各业发展

与进步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而小学数学作为基础中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尤其是乡镇教育

资源相对匮乏，师资力量略显薄弱，在教育过程中往往以问题为导向，以考试为指标，进行针对性书本知识传授，从而忽

略了学生的天性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基于此，本文将结合乡镇教育实际，浅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从

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今后教育以及人生埋下一颗健康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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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 , 认识了

儿童有创造力 , 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如

果解放儿童的创造力，是广大人民教师需要深入研判的课

题。想要解放创造力，就必须先培养创新思维。

从定义上来说创新思维是指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

题的思维过程，通过这种思维能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以

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

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

思维成果。

从小学教育层面来说，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就是培养

学生多层次、多方向思考问题的能力。一个学生思考的问

题的方式与高度，决定了其成长的高度，所以说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能力对其将来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学生是祖国

的未来，现在未来已来，只有走上创新之路，才能创造更

好的未来。

二、乡镇教育过程中创新思维培养现状

1. 以效率为主，教学流程固化

在相关教育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当前乡镇教育事业较

前期得到一定的发展与优化，但与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依旧存在一定的客观现实差距。近年来，教育部门通过统一

考试招收了一部分年轻骨干教师，从某种角度来说补充了一

定的师资力量，但并未能完全解决教学师资奇缺的局面。目

前很多教师都同时教授两个以上班级。在日常教学中，教师

会优先选择固定的教学流程，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相关知

识讲通讲透。导致整个教学氛围相对压抑，基本处于教师讲

课，学生听课的状态，未能充分体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

位。更有甚者，将学校变成教学工厂，教师只负责教，学生

只负责听，在固定的时间进行固定的操作学生几乎没有时间

进行总结思考。这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完全相悖，且严

重阻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2. 以答案为标准，解题思路固化

课堂讲授结束后，教师会布置一定量的课后练习作业，

或者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用于巩固白天所学知

识。学生在解题或者思考问题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白天

教师讲解的思路，一旦解决问题或者完成课后习题，很少有

再继续思考的意识，更无举一反三的想法。如果不能解决就

会与相邻同学进行交流或者咨询父母。乡镇学校学生的家庭

特点就是父母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于一般题目能够进行判

断答案是否正确，但是其对解题思路或者多维度思考能力相

对较低，难以与学校中讲解的知识形成有力互补。更有甚者，

会通过一些错误的方式方法教导学生，让学生陷入解题困

境，进而产生错误的答案或者形成错误的思维。

部分家长考虑到让学生赢在起跑线上，会让学生周末

参加一些校外补习班，或者购买大量的习题给学生练习。无

论是校外补习班或者习题册的课后解答方式方法都与学生

在学校所学知识或生活周边的现象有一定的差异，此时，学

生仅能通过其他人的讲述或者习题答案的描述去了解知识，

不仅晦涩难懂，更导致学生的解题思路逐步僵化，甚至出现

在课堂上不学习，课后回家或者去补习班的学习，长期以往，

不但使学生失去学习的乐趣，更重要是学生逐步走向死记硬

背的道路。

3. 以无错为优秀，学生思维固化

学生正常对教师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心理，尤其是小学

生，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家长往往将教师比喻成最严厉的对

象。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不自觉的会压抑自己的想法，尤

其是在数学方面，其在解决各类问题时会用已经学到的思路

进行解决，而不去思考其他优良方案。且因在乡镇这样比较

淳朴的环境下成长，与外界交流机会较少，学生能够见识到

的视野相对狭窄，不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想象力进行思考。

这样的思维束缚了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乡镇学校的劣势在于教学硬件设施配置较低，学生见

识不够广阔，但优势同样明显，学生的脑海纯净的就像一张

白纸，他们可以自由的想象，无论对错。而迫于生活、工作



87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教育论坛 3 卷 11 期

的压力，部分家长或者教师会帮助学生选择“捷径”，即“最

正确”的道路，严重扼杀了学生的想象空间与创造思维。

三、如何利用数学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思维

1. 凝聚创新合力，打造优秀教师团队

学校要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团队创造价值、人

才第一资源”主题，全方位推动教师创新意识。只有教师团

队创新思维上去，才能将创新思维推广到学生中去。

创新驱动发展，就是要以提高素能、增强教学水平、

驱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推进课堂进步，提升创新思维为

目标，通过课堂改善、课题攻关、集思广益活动等途径在全

校范围内广泛开展各种教学创新活动。通过开展教学活动，

进一步增强教师的教学创新、管理创新能力与水平，努力打

造成为有能力、有实力的创新型学校。

团队创造价值，就是要集众智，谋创新。乡镇学校本

就师资力量薄弱，这就要求学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通过资源

整合，将课堂改革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开展，这就需要所有教

师将好想法、好思路都融入到教学团队中进行分享，形成优

秀的教学案例，然后进行学习与推广，让有限的师资力量，

发挥无限的可能。

人才第一资源，就是在深刻认识教学创新活动重要意

义的前提下，通过深挖创新型人才，培养教师的责任意识和

竞争意识，增强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

和自主管理能力，进一步激发对人才的积极性，带动全体教

师，形成人人想创新、事事能创新、处处有创新的良好氛围，

打破传统思维，从“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转变。

2. 培养创新意识，营造全员创新氛围

一切的创新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让学生拥

有创新思维。在数学课堂上，尤其是小学数学课堂上，针对

当前小学教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发现数学的

奇妙性，让学生发现由数与符号组合而成的计算的美妙。通

过身边一系列的人事物，小到购买商品，大到航天科技，让

学生充分开动脑经，善于用正确、快速、灵活、巧妙的方法

进行思考问题。

各个班级中形成若干个小团队进行良性交流学习，并

不断鼓励学生针对不同的课程，不同的题目进行多维度思

考，评出优秀的解题思路，以及最多方案的团队，让学生成

为创新解题能力，让教室变成创新思维培养的大本营，将教

室真正地还给学生，让学生主导课堂。

老师往往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对于乡镇小学而言，教

师甚至就是学生的信仰，所有各门课程教师之间应该做好表

率作用，无论在什么课堂上，教师都应该积极鼓励学生开动

脑经，鼓励学生用多种方式方法解题，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条

条大路通罗马的真谛。

3. 开展创新活动，提升学生创新信心

创新思维作为一种新型思维形式，往往通过新颖独创

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常常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

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

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思

维成果。要求学生能够完全开放大脑，充分展现其独特的思

维方式。

作为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去多思考，开展各类活动，将

生活中的事件搬到课堂解析，去打开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不

再担心思考错误而引起教师的质疑或批评。在教学过程中，

按照书本上的知识点，结合身边实际情况，进行情景转换，

让学生试着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途径解决问题，在

一法多练、多变的基础上，开拓思维，增强学生思维的灵活

性、广阔性与深刻性。

作为教师，在课堂上不仅仅要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将

书本上的知识讲给学生听，让学生充分掌握当天的知识点，

还要通过多种实物或者其他一些贴近生活的侧面例子，让学

生融会贯通。无论什么题都有不止一种解答方式，有时候教

师针对学生做错的题，要去鼓励他们，鼓励他们的创新思维，

根据他们的思维去解题，让学生不再怕犯错，并且在学生犯

错的过程中学到新的东西，拥有新的想法，这样才能让学生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享受学习的乐趣。

结束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未来已来。数学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学生将来能够计算货物买卖的价格，而是让数学

变成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创新思维伴随学生成长。也许不是

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数学家，但是作为数学教师，一定要按

照数学家的标准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只有努力培养小学生

的兴趣、信心等，为小学生创建高效的创新课堂，引导他们

进行积极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为小学生的发展提供坚实的

学习基础，才能让他们在今后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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