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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语文创新能力的培养 
◆肖智梅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长安民族中心学校  422500） 

 
摘要：语文作为一种语言的外在形式，作为中国人记录客观事物和抒发

情感的载体，有着其内在的艺术和手法。在我国长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

语文教学中进行创新已经成了学习语文的一种重要方法。初中语文教学
中可立足材料，识文辨意；增加同类阅读理解，培养学生敏锐感知能力；

丰富理解途径，为学生构建立体空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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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中丰富知识含量，蕴含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
的精髓。初中学生正处于学习知识的关键时期，所以在这一阶段，
教师应立足于语文教材的内容，为学生的思维发展做出积极的引
导，而制定科学的语文课堂教学方式，是这一阶段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的重要环节。目前，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依然是以教师为主
导的知识教学，忽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许多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很少关注学生的创新思维，严重影响学生的思维拓展。 

一、对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进行创设  
无论是教师教授知识还是学生学习，都需要在一个较为良好

的教学氛围之中进行，如果教学氛围较为轻松和谐的话不仅能够
使教师们的教学工作得以奠定起一个较好的情感基调，并且还能
够将学生们在学习期间的兴趣和积极性更好的调动起来，进而来
使他们能够在课堂之中以一种较为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进
行听讲。并且也能够使师生之间在一个较为通常的信息沟通渠道
之中乐于彼此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并且使课堂教学之中形成一种
理想化的“绿色生态环境”。教师在课堂导入阶段需要结合学生
们的知识掌握程度与实际学习水平来以学生们已有的知识系统
出发，对于一些较为简单易懂和具有思考性的问题加以创设，进
而来使学生们能够积极主动的进行一定的探索。教师在对“春”
这一课文的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会问学生们“大家喜欢春天
吗？”“你们印象中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印象之中春天
最冷的时候是几月份？”“在春天的温度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你们
有没有注意过周围的环境有什么变化？”通过对这些与学生们实
际生活相关的问题能够引导着学生们做出一定的思考和分析，并
且学生们常常会结合自身已经掌握的生活经验来一一向老师做
出回答，随后他们在畅所欲言的讨论氛围之中产生较为高涨的热
情，并且由此也能够为课堂之中创设出一个较为轻松和愉悦的氛
围。随后教师会询问学生们“你们对春季都有哪些了解？”“你
们知道春天都有什么明显特征吗？”将这些问题导入到新课之中
能够使学生们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得到有效的调动和激发。并且
通过对问题情境进行创设也能够自然而然的使新课的讲解与课
前的预习良好的结合起来，并且激发起教学过程中的小高潮，使
学生们可以在一个较为轻松的氛围之中将自身的主体性充分的
发挥出来，而且由此对于课堂之中活动的开展也有着较大的裨
益。  

二、摒弃传统教学理念，营造全新的课堂氛围  
由于语文学科所蕴含的趣味性，因而具备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的作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为学生提供有趣的学习氛围，
还无法达到语文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因而，当前语文教学应摒
弃沉闷的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更加注重为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创
造有效的氛围。不仅如此，教师还应当适当地将课堂交到学生的
手中，让学生自主探究学问，解决問题。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够很
好的为学生发散思维提供机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  

三、多予以学生鼓励，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适当的夸奖会为学生的学习增加前进的动力，应当注重提升

学生的自信心。传统教学模式下，初中语文教学课堂提问，教师
注重的是学生回答问题的准确率，这无形中打击了学生的积极
性，因而阻碍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在今后的课堂
教学过程中，应鼓励学生思考，解决问题，回答问题，实现学生
自我能力的肯定，更加注重自我学习的过程，而非结果。 例如，

在学习《看云识天气》时，教师应提前为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
自主思考，一方面将天气与自己生活联系一起;另一方面，让学
生学会提出问题。教师讲解天气与彩虹之间的联系时，应将问题
抛给学生，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彩虹是如何形成的？”鼓励学
生大胆假设，认真思考，积极回答问题，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
力。  

四、立足语文教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语文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因而对于学生的思培养

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不脱离教学内
容、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真正达到教学方法的改革。另外，语文
是一门具有人文情怀的学科，因此，教师不应将学生的思维固定
在某一特定的答案下，应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大胆的探索语文知
识中所蕴含的情感。在加深对语文课本的理解的同时，在初中语
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尊重学生
对于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解读，拓宽学生的思考范围，加大学生对
于语文知识的积累，为学生自主学习更加深奥的语文知识奠定思
维基础。 

五、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提高创新能力和意识。首先要让学生明

白合作学习的做法和要求:每个学生都平等地参与学习, 独立自
主地思考问题, 积极主动与组员交流探究, 有充分的发言和表现
自己的机会。每个小组就是一个整体, 小组成员互帮互助, 共同
进步。教师确定合作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学习任务, 小组讨论
探究合作完成, 教师再根据小组的合作情况和学习效果给予评
价, 理清文章思路, 掌握文章主要内容。 

总结：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在完成教学目

标的基础上，应不断地改善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探索更加有效
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发挥语文教学的重要影响作用，大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通过塑造更加具有趣味性的教学课堂，为学生的
思维发展提供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通过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以及
探索课本知识，加大初中生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提
高学生独立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提升，最终让学
生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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