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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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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动力与源泉，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手段。随着语文新课改的重新修订与提出，

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实际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创新意识与创造精神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本文主要对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希望给相关人员提供参

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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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与综合性特点，

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不仅要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还要

注重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提升。创新能力是学生必备的基础素

养，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关键。小学语文是小学阶段十分重要

的学科，对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具有很大

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创新能力的

培养与提高，有利于学生主动获取语文知识，让他们体会到

创新的乐趣与满足。

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在积极探索繁荣昌盛强国之路上，注重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与提高。新课改的重新修订与出台，明确了教学的主要

任务，教师要紧随时代发展脚步，及时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

学思想、创新教学方式。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时，最主要的因

素就是教师要具备创新意识，实现教学观念与教学模式的转变
[1]。小学语文教材课堂教学中不可缺少的教具之一，是提升学

生知识获取的关键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对教材的运

用范围还比较狭隘，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状态，教材变得死

板。然而怎样转变教材的局限性，则需要学生研究与自学教材

内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当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之后，便可以自主研究与学习教材，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学生学习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对学生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二、小学语文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一）充分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创新因素，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所谓创新精神主要指，人们在参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创

新愿望与创新态度。意识是一切事物的动力源泉，没有缺乏意

识的基础保障，一切事情都是免谈，创新能力培养也是如此，

以创新意识作为前提，从而实现创新。创新意识主要包括好奇心、

求知欲、质疑态度、批判精神等。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充

分研究与分析教材内容，挖掘其中蕴含的创新因素，并通过设

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多思考、所揣摩，从而提升学生的好奇心

与求知欲。

在问题循序渐进的引导与激发下，学生的创造性油然而生，

并对问题提出质疑与怀疑，从而体现出创新能力。想要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离不开质疑精神的培养。例如，在《春晓》教学时，

教师针对古诗内容，要求学生进行自学，然后提出内心的疑问，

把古诗中不懂的句子与字词提出来，课堂氛围瞬间被调动起来。

教师在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中总结之后，例举出其中具有价值的

两个问题：1.“春眠不觉晓”，这句话说明睡得很香，但究竟

是早上睡得香还是晚上睡得香呢？ 2.“花落知多少”，这句话

意思就是知道，那作者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又知道多少呢？

然后引导班级同学进行思考，说出自己的理解与看法，并结合

课文批注内容，说出自己的理由，以保证学生思维的拓展性与

延伸性 [2]。

（二）营造良好语文教学情境，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创造

条件

语文与其他实验类学科有很大差距，想要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就需要多加研究与揣摩，营造自由且轻松的教学环境，为

学生创造足够的思考空间，保证学生思维不会受到限制。教师

在实际教学中，要坚持学生为主的教学宗旨，秉承公平、公正

的态度，切勿带有色眼镜去评价学生。教师要善于运用激励与

鼓励的语言，引导学生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针对创意十足

且具有创新性的思路，教师要给予精神奖励。教师可以采取丰

富多样的教学模式，如朗诵比赛、角色扮演、电教媒体等。多

种教学模式联合并用，既有利于学生理解课本内容，同时还有

效提升学生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从而营造

轻松融洽的教学氛围，学生在其中会更加享受，学习也变得积

极主动，更愿意提出问题。例如，在《草船借箭》教学中，在

课文阅读之后，学生对其中的故事情节有所了解，便会站在教

师的角度去分析全文，并向教师提出问题，这些箭明明就是诸

葛亮使用计策，在曹操那骗过来的，问什么课文标题不叫“草

船骗箭”呢？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学生都陷入思考与讨论中，

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被激发出来，其中有的学生认为，“骗”

这个字不好听，所以就用“借”字代替了。还有的同学认为，

这些箭最后在战场上使用，还是“还”给了曹操，因此标题会

使用“借”字。这种讨论方式，会让学生的视野得到拓展与开阔，

创新能力与思维能力得到有效锻炼与培养 [3]。

（三）发挥学生想象力，从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想象对学生创新能力激发与培养具有显著作用，小学生天

赋异禀，对任何事情充满想象力，教师要实际教学中，要善于

发现学生的想象力，并进行有效地引导与指导，帮助小学生将

想象力转化成为创新思维。教师在结合实际教学情境的塑造，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通过想象效果，实现知识与经验的完美结合，

有利于学生在脑海中形成表象与具象，促使脑海观念的形象化，

有利于学生创造活动的开展。

例如，在《坐井观天》教学时，当学生对文章的寓意有了

初步了解之后，便可以引导学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与想象，

脑海中假想一下，如果青蛙听了小鸟的话，跳出了井口，那它

会看到什么？瞬间，学生的思维活跃性被调动起来，纷纷举手

表达自己的联想画面，对于学生天马行空的想法，教师要给予

赞扬与鼓励，不要运用批判性语言对其评价，以免影响学生想

象力的发挥，将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是满足新

课改要求与时代发展需求的必然趋势。语文教师对创新能力培

养要给予足够重视，充分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创新因素，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营造良好语文教学情境，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创

造条件，为祖国伟大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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