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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安天平 

（甘肃省卓尼县第一中学   747600） 

摘要：要使学生学好数学，教师就应当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锻炼与发展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创造性思

维的发展与学生的课堂自主性、思维活跃性有较大的关联，讲解式与灌输式的教学都会阻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教师应当从评

价、活动、趣味内容等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此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创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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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不仅对学生的数学学习有所帮助，还有益于学生语

文、英语、历史等学科的学习。并且，社会也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

人才有较高的需求。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自主自发的思维，所以教师

需要在教学时引导学生进行如这种自主自发的状态，这就要求教师

在课堂上营造良好的氛围，并采取温和、激励性的评价策略。 

一、构建生活情景，引导学生思考 

良好的学习情景是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基础，在环境中，学

生能够自主自发地进行思考，而不是在教师的“推动”下进行被动

地思考[1]。教师构建的情景应当以教学的主题为基础，并在构建环

境后及时布置思维引导性任务。如此，教师能够让学生在情景的作

用下自主思考，进而得到创造力思维的发展。 

以“实验和探究——圆与圆的位置关系”为例，教师可以先在

课堂上提问：地球上有时会出现一种天文现象，在白天没有云彩的

时候，天空会忽然变得昏暗，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光明，你们知

道这是什么现象吗？学生回答：日食。教师表扬该同学，再提问：

那你们知道日食是怎么形成的吗？学生们回答：月亮挡住了太阳。

教师：很好，现在请你们以地球的视角，将月亮与太阳拟成两个圆，

再结合本节课的知识，自主画出日食以及月食的图形示意图。在情

景的影响下，学生们很快能够画出圆与圆的各类位置示意图。 

二、布置总结任务，辅助学生推理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在概念的讲解、习题的训练中应当及

时布置总结任务，这样的任务既可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可以是

横跨多个章节的难题。教师应当通过这样多样性的问题辅助学生将

新旧知识糅合在一个系统中，以此让学生在解题或者思考时能够发

挥创造性思维[2]。 

承接前文所述，在学生们画出日食的众多示意图之后，教师便

要求学生自主思考，总结所画示意图的特征，以此锻炼学生的思维

概括能力。在任务的要求下，学生们开始观察、分析与思考，很快

便得到了外离、外切、相交、内切、内含等重要总结性的情况。如

此，学生的思维概括能力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此时，教师再提醒

学生：月亮本身不发光，所以月食应当是地球遮住了太阳照射到月

亮上的光，基于日食的经验，绘画出月食的图像。在教师的提示下，

学生们开始尝试画月食的图像。但是受日食思维的影响，学生用于

构建示意图的模型只有太阳与地球，以至于学生不能理解太阳与地

球的平面位置关系与月食的联系。 

三、关注思考成果，给予激励评价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每

一次创造性尝试并不都是正确的[3]。因此，教师应当关注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发展过程，在学生进行创新实践的过程及时给予学生鼓励

与引导，以此为学生提供动力，并提升学生发展创造性思维的有效

性。 

教师布置月食的任务，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将平面的图形与立

体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以此发展学生的想象思维、抽象思维，以及

构建多种模型的思维创造力。因此，教师应当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一定时间的思考。并在某个小组想到画出“太阳——地球—

—月亮”的立体示意图后，点出该小组的创造性思维成果，在班级

中进行着重表扬，以此给予进行了创造性尝试的学生以激励。然后，

教师将该小组构建示意图先展示在黑板上，以此对其他小组的学生

进行提示。在提示之后，部分学生还能够联系之前学过的知识，将

光作为直线，引入直线与圆的关系，以此辅助解释月食现象。同理，

教师应当对这些学生进行激励，并鼓励学生进行各种方向的创造性

思考。 

结束语： 

总而言之，教师应当重视初中数学教学阶段，并在这个阶段中

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应当以激发学生思维的自主自觉性为

目的，为学生营造需要观察、分析的良好环境。然后，教师便可以

此为基础，开展提问、实践等教育活动，以这些教育活动让学生体

现自己的自主性，进而进行创造力思维的锻炼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叶舟.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J].科学大众

(科学教育),2020(06):38. 

[2]金小军.高中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J].

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20(06):258. 

[3]郜金秀.创造性思维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培养[J].课程教

育研究,2020(23):60-61. 

作者简介：姓名：安天平 1972 年 03 月生   籍贯：甘肃

卓尼    

性别 ：男  最高学历：大专  职称：高级教师职务：教师 

研究方向：初中数学教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