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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数学课堂的创造性教学 
◆曾小林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华竹中心完小） 

 
摘要：在新课程目标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背景下，对课堂教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思

维的培养。对于小学数学这个学科来说，拥有创造性的思维更加能够助

力和推动学生对数理知识的吸收和接受，加速数学学科教育的进程。本

文主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详细阐述创造性教学在教育当中的作用，以及

有关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加强创造性的高效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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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真正意义上的小学数学课堂，应当是充满创造性的有趣
高效课堂，创造性无论是对于学生、教师、还是整个学科的教育
进程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在思想。下面我将结合我的一
些课堂授课实例，来与大家分享有关让创造性教学贯穿小学数学
课堂的经验和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创造性教学在教育中的地位 
创造性教学就是指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取创新型的教学方

法来帮助和引导学生塑造创造型思维。这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
学方法的要求较高，要求教师树立良好的思想，才能够使创造性
教学更加顺利地在课堂授课中实施。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应当结合
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在教育过程中采取创造性教学
的教学手段，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主动去进行思考和创新，并且在
拥有新的思维能力的基础上进行动手和实操，真正达到学生创造
性的培养和健全。 

在教学中使用创造性教学的手段，对学生来说，能够促进学
生的想象和创新能力思想的塑造，学生拥有充足的创造性思维，
能够让学生有积极的心理去参与学习，内在积极的心理动机能够
让学生的学习成绩得到进步和提升。教师在课堂中营造创造性的
氛围，同时能够让学生沉浸在一个思维得到碰撞和提升的空间当
中，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学生的创造想象能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将创造性教学手段融入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之中，能够在数学理论
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加速
整个数学教育进展的同时也能够得到较高的教学效率和成果。 

二、如何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加强创造性教学 
1.教师创设情景式教学，将数学问题具体化 
针对学生好奇心强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通常采用情境化的

教学方式，来达到创造性教学的目的。数学本是理科性偏强的学
科，使用情景性教学能够将抽象的数学问题转化为具体的生活中
的例子和问题，加强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情景式教学并
不是简单的将课文中的例子用行动和言语表现出来，而是在一整
个系统性和连结性强的情景模式中，合理地增加让学生思考的成
分。学生在好奇心的促使下，能够达到更好的思考效果，对数学
理论知识进行自我思考和研究。 

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教材，对简单的加减法
实际问题教学中，我这样课本中的数字加减运算公式，通过模拟
生活情景来展现。原题为“5+3-6=?”我在讲解这道题目时，并
没有直接让学生根据公式来进行计算，而是加入生活情景模式：
“我有五块糖果，妈妈又给了我三块，我总共有多少块？”“我
将糖果分了六块给弟弟，还剩多少块？”，小学阶段的学生对发
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会更加感兴趣，理解和接受能力也更加高效
和快速。用情景化的方式来让学生对数学理论知识进行创新和研
究，是创造性学习的主要实践方式之一。 

2.鼓励学生制作教学模型，打造创造性课堂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是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让学生对所学理

论知识进行创造性的接受和吸收，并将其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能力
和技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将其应用。在教育过程中，要不断增强
学生脑力的锻炼，同时对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应有相应的指导

和加强。小学数学学习中，对于图形的学习是很考验学生的空间
想象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动手实践，通
过自己制造的方式来创造教学模型，辅助学生的数学知识的学
习。学生在动手实践的同时，能够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
并通过思考来解决问题，从而达到锻炼学生创造能力的目的。 

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观察物体》的课文内
容教学中，第一课内容是要求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物体，我
让学生在课前动手思考和创造出一个正方体，并且在课堂中带来
进行展示和辅助教材重点内容的学习。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主
动创造教学模型，辅助教学内容的学习。 

3.引导学生发问，营造开放思维氛围 
教师在课堂中除了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和引导学生对

所学的教材内容进行思考，让学生能够勤于反思在学习过程中不
足和不懂的方面，并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在传统的教学过程
中不少教师认为，没有问题出现的课堂就是顺利的课堂，然而没
有问题才是 大的问题。在创造性的课堂中，应当积极引导学生
进行问题的发现和提问，给学生营造一个开放的思维环境，让学
生真正敢于发问。  

例如：我在苏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课本《认识方向》一
课的教学中，在"指出小动物的家在田径场的哪个方向"这一问题
中，我故意说错了一个答案，在课堂中我发现有的学生能够很快
反应给的错误答案，并且纠正。通过这个细节我想给学生营造一
个敢于发出问题的开放氛围，也能够让学生更加积极和主动地去
对教师给出的答案进行再思考，达到创造性课堂的教学目的。 

小结： 
数学学科教学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意义很大，尤其是在全

面素质教育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之下，对数学教学的要求和标准也
更高。要塑造学生的创造性理念和思维，应当更加注重教学手段
和教学方法的完善，为学生提供一个创造性强的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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