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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陶  洁 

（石河子第二十中学） 

摘要：小学的学习阶段是学生开启正式学习生涯的一个阶段，各种学习能力基础的培养在于就这个初始阶段。小学阶段的学生，

没有初高中时期独有的叛逆期，没有高中时期那么大的学习压力，在这个时期的学生有着属于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该有的淘气与好奇

心，作文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个重要的学习阶段，抓紧对学生各方面学习能力的培养。其中显得比较重要的是在

阅读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此项能力亦是对于学生以后语文学习生涯的一个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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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语文学科的教育模式方

法也在不断进步发展。随着信息化教育模式登上我国教育舞台，传

统教育模式和信息化教育模式的有机结合在课堂实践中也取得了

可喜的成效，但是对于小学语文阅读教育方面的改变并不是很大，

所起的效果也可见一般。很多教师虽然将信息化教育模式应用到了

实际教学中，但是并没有将其作用最大化，所得到的结果也不是很

理想，因此，小学语文阅读教育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还需要做很

多整顿。 

一、创造性思维的概括 

创造性思维是指一种开拓性思维，是人类开拓创新新兴领域，

认识并接受新鲜事物时产生的一种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依

靠于长时期的知识积累以及不断的实践磨砺，是一种以理解、记忆、

联想等脑力活动为基础，以综合性，创新性，探求性为特征的高级

心理活动。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工作中，是有效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一

个重要途径。由于阅读内容部分大多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

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很好的途径来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拓宽自己

的想象，对这个世界获得更深的认知。 

二、小学语文阅读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1.合理利用多媒体资源，提供阅读良好的阅读教学氛围 

就像古诗词中诗人讲究用词来渲染意境，在阅读教学中，教室

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教

学氛围，在教授相关文章时可以在多媒体上为学生播放相关的视频

或者音乐、背景资料，为学生展开想象提供一种情境，带入学生进

入课堂，参与其中，从而打开学生的想象，加深学生对于文章的理

解，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长学生的构思能力，创造一个阅读教学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加强师生互动，突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哪一门学科，毫无疑问，对于教师而言课堂上的主体就

是学生，而对于学生而言则相反，学生大多是跟随老师的教学思路

一步步深入思考，循序渐进。而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并不像数学课

程具有很强的思维连贯性，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发散性思维的发展

过程。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对于所讲内容产生

自己独特的见解，避免人云亦云现象的产生，突出学生在阅读课堂

上的主导地位，让阅读课堂变成一个思想碰撞的舞台，让学生在不

同想法的碰撞中拓展自己思考问题的门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思考

问题的角度，更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产生。 

3.适当的安排作业任务，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

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

的源泉。”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不仅仅需要课堂上的理论武装，更重

要的是实践经验的积累。因此，教师可以合理布置一些需要学生发

挥想象力完成的任务，比如课堂中讲到《好汉查理》一文时，文章

中说罗伯特先生一家在离开的时候将那把查理喜欢的刀送给了查

理并表示自己相信查理一直是一个好汉，首先让学生们发动思考为

什么罗伯特先生会这样说？然后让学生发动想象，在罗伯特先生走

之后，查理会怎样做，才能不负罗伯特先生的厚望，在查理生活的

小镇上又将发生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安排学生将自己续写的好汉查

理的故事写成小短文上交。以此来有效锻炼学生的想象联想能力。 

不仅仅课堂中的留白任务，教师也可以在教师设立图书角，角

内放置跨多学科领域的书籍，以增长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阅

读兴趣以及对某学科的兴趣，让学生在阅读中产生自己的看法也是

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集中体现。 

4.将教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从实际生活中寻找创造灵感 

俗话讲，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参与一

些游学活动，让学生零距离接触到阅读中那些优美的文字在大自然

中的实际体现，让学生们意识到，原来那些作者们的灵感也都是来

源于自然的。教师还可以通过要求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提高学

生对于每天生活中大大小小事物的观察能力，这也是提高学生想象

力的一种来源。通过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的积累和运用，提高学生

对世界的认知，为学生提供思考时的基础，避免产生天马行空、不

着实际的想法。 

结束语 

总而言之，创造性思维的产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知识积累的过

程的一个结果，不仅仅是在阅读课堂上的磨练，平时生活中的实践

经验的累计、课外时间的阅读、动手能力的锻炼等，都是产生创造

性思维的关键因素，对于小学阅读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需要教师

将课堂和实际生活有机关联，有效利用课堂上的阅读理解锻炼以及

课下对学生的任务考核，科学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在已有的

实践基础上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加强学生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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