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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韦  笋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新华镇中心学校  6634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与实施，对小学语文学科教育越来越重

视，并根据当前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成长需求，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新的教

学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清楚意识到创新思维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与学
习能力的重要性，坚持以生为本的原则，设计和制定符合学生发展规律

的教学计划，并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为学生创造良好

的创新氛围，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积极性的同时，还能够推动教学进
程，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最终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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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是小学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学生汲取

丰富的知识与内容，为学生参与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在以
往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受应试教育影响，教师在进行授课时，过
于注重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与维持课堂秩序，忽略了学生的成长规
律以及培养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不仅会降低学习兴趣，还会使
其逐渐失去学习能力。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在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探究
能力，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他们今后的语文学习奠定基
础。 

一.勇于创新，打破常规教学思维模式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中除了要传授教

材中重点知识外，还要运用有效手段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
学生灵活运用语文知识去解决学习或者是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勇于创新，顺应教育事业以及新形势的发
展特征，打破传统教学理念与常规思维模式，根据语文学科自身
所具有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语文素养，运用有效教学
手段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不仅如此，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
还要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及心理发展特
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及语言表述能力等进行目标教学
的细化，语文教学尤其重视培养学生好的语感和对教材的整体掌
握能力。制定语文教学策略，对教材知识结构体系整体上进行宏
观把握，了解教材重点难点及相关课程教学目标要求。从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三维目标创新语文教学。 

二.激发学生质疑兴趣，培养其质疑习惯 
“疑”是创新的基础与不竭动力。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

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培养他们的质
疑兴趣与习惯。在以往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传统教学思想根
深蒂固，几乎承包了所有教学任务，习惯用灌输式、填鸭式等教
学方法进行授课，学生不仅要被动学习语文知识，还要机械背诵
其中的重点和难点知识，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思考和学习，
这种传统教学观念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只有教师改变
教学思想，重视学生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就可以帮助
学生在解决疑难的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能力。例如，
在《她是我的朋友》教学中，当学生学到阮恒为了救助一个素未
谋面的小伙伴，勇敢献血的时候，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有的学生会说，他为什么要献血？如果没有献血，那个女孩会怎
样？并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从而体会阮恒无私奉献之
情。在理解过程中质疑，能引导学生对课文重点内容进行主动的
探究，克服那种教师问学生答的陈旧的教学模式。把提问的主动
权交给学生，人人都可以提问，人人都可当老师，互问互答，形
成良好的质疑解疑的氛围。 

三.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 
小学生是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要想充分激发学生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就需要教师的引导与
帮助。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借助教材中的图画和语言文字，甚至是
运用多媒体技术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小学语文教材文
质兼美，作者的文字提炼工夫炉火纯青。教师在教学中要指导学
生品味与欣赏文章中的好词妙句，对激发学生的想象与好奇心能

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例如，古代诗人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
南岸”，毛泽东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等都要
引导学生细细体味，在脑中勾画出景物的形象、色彩、气势等，
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从而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体会词句的思想感情，与作者产生共鸣。在教学中教师还要选取
一些故事性、逻辑性较强的文章，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续编故事。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如教材中的童话文章《巨人的花园》、《小木偶的故事》等。 

四.将教材中的文章进行拓展和延伸 
虽然小学语文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文章和知识点，从某种程

度上看，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教师在教学中要突破教材所具
有的局限性，将教材进行拓展和延伸，并运用学生喜爱的教学方
法开展教学活动，有助于实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教学目标。例
如，在《鸟的天堂》教学，教师在教学课文中的 7、8 自然段时，
可以让学生大胆提问，有的同学问：“那翠绿的颜色明亮的照耀
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中
的“有一个新的生命”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说“在颤动”？按以
往的要求只让学生理解“榕树的生命力强”，教师可以改变以往
的教学要求，让学生联系上下文，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平时的
积累，说说自己的理解。结果，学生的回答出乎意料，十分精彩：
有的说是风吹；有的说是鸟动；有的说是太阳的照射……以上几
点，不难看出学生完全突破了教材的束缚，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这说明学生思维的敏锐力大大提高了。 

五.加强语文教学实践活动 
小学语文教师要想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学

习能力和语文综合素养，要从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在重视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课外活动的作用，加强语
文教学实践活动，让学生的创新想法得到实践，从而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教师可以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
生的创造能力。针对教学画面感特别强的文章教师可以让学生读
读画画；针对诗歌性文章教师可以让学生背背唱唱；针对童话故
事性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读读演演，然后，在课外活动中，教师
可以鼓励学生积极观察周边事物，定期写日记、写倡议书、写通
知书、出黑板报、社会调查等等课外活动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
运用到生活中，还可以在生活中增长见识，提高创造能力。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不仅符合学生的成长
规律，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其语文素养、理解能力
以及想象能力等，为其今后的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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