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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数学创新思维能力加强小学数学基础教育探思 
杨建军 

（甘肃省和政县松鸣镇中心小学  甘肃 临夏   731200） 

摘要：随着现代化教育理念的进步发展，教育越来越注重创新，不再是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口耳相传，更重要的是要在知识

“薪火相传”的基础上，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创新。基于此，本文就从小学数学基础教育的角度，结合具体教学案例

和课堂实际情况，以及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学习认知发展规律等，展开关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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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小学生而言，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又活泼好动，好奇心

强。针对这一特点，数学教学必须要实现教学创新，优化教学引导

方式，创新教学模式，让教学更加生动活泼，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

下，开展丰富的思维活动，实现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的无限的拓展

延伸，实现小学生的思维的发散。 

一、强化学生的教学创新理念 

（1）定位课堂为学生自我展示的舞台。 

一节良好的数学课堂，其教学效果的实现，不仅要求数学教师

要认真讲解，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对于教学效果的实现也是有着直接

的影响的。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促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活

动，配合教师的引导，主动思考，与教师产生思维互动，主动积极

的开展学习活动，在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因此，在小学

数学课堂上，教师必须要强化小学生的主体观念，凸显小学生的主

体地位，让小学生参与进来，不管是小学生自主思考，还是让小学

生充当“小老师”，或者引导小学生展开自主探究等学习活动，必

须要确保让数学课堂成为学生自己的展示平台。 

（2）评价课堂教学内容要维护学生学习自信心。 

由于小学生的来源不一，其学习基础不一，家庭背景、生活环

境、亲子关系等也有较大差异，每一个小学生的学习背景都是千差

万别的。因此，表现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出现小学生之间的思维方

式、思考方法等出现截然不同的差异。由此，思考教学发展，数学

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引导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到差异的形象，不能

用“一竿子”思维，运用统一标准要求学生，这样非常容易产生有

的学生“吃不饱”，有的学生“吃不进去”等的现象。那么，数学

教师应该如何做呢？对此，教师要做到正视差异，如在开展教学评

价时，多运用鼓励性的语言，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同时，帮助学

生树立敢于面对问题、知错就改的信念。 

二、顺应天性，融入游戏形式教学 

对于小学阶段的小学生而言，其活泼好动、贪玩、自控力弱、

自主意识弱等都是天性，教师在教学引导过程中，要注意“顺势而

为”，朱光潜说：“教育的目的可以说就是使人‘尽性’”，所谓“天

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要

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才能获得发展，如若

违背自然规律，必会招致灾祸，导致小学生心理出现问题，得不偿

失。因此，在小学数学课程教学之中，教师可以借助学生喜欢的游

戏形式，将其融入数学教学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产

生更浓烈的学习兴趣，继而促进数学学习的发展，同时，在兴趣的

驱使下，使小学生的思维获得活跃，打开思维，促进小学生的思维

能力的发展，为小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提供良好动因。例如在学习

“20 以内的退位减法”相关计算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每人代表

一个数字，在课堂上开展找朋友游戏，既能够活跃课堂形式，又能

够消除小学生的计算压力，化复杂难懂的计算题为活泼有趣的游

戏，让数学计算变得更加简单，学生的计算思维也会更加活跃。 

三、创新教学形式，活动课数学教学 

在当前，要想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一定的教学活动设

计，引导小学生的思维活动，是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途径。在小学

数学课程中，教师可以组织一些活动课教学，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

设计，实现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辅助，同时也是为了补充遗漏的内容。

活动课教学形式比较多，如手工课，如在学习“认识钟表”一课的

时候，会手工操作表盘学会认识时间，还有如在“长方形和正方形”、

“长方体和正方体”等的图形类、几何类学习过程中，可以设计手

工活动课，来辅助教学理解，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有如组

织探究课程，如在学习“运算定律”、“分数的意义和性质”等规律

类、结论类的课题时，可以组织探究类活动课，组织学生小组合作，

在合作中发现数学问题，掌握数学规律，获得数学结论。 

对于活动课，必须要秉承“以学生为本”的主体观念，摒弃传

统的教学观念，课堂上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指

导作用，运用巧妙地手段和技巧，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帮助学生

的思维发展。例如在学习“长方体和正方体”一课的时候，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首先观看多媒体微课视频，学会制作“长方体和正方体”

的模型，然后，自己根据材料，展开手工活动课，在制作模型的过

程中，能够有效的帮助学生建立空间思维和立体思维，同时，学生

还可以发挥联想能力，运用一些新颖的方式来表现模型，如采用不

同的方法制作“长方体”模型。学生在思考、制作、动手实践、研

究发现等的过程中，其创新思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新十分重要。通过教学模式

的优化创新，实现对学生的思维的创新引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是现代化小学数学教育的必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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