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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 
◆刘  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第三小学） 

 
摘要：教育是人类进步的根本，没有教育，社会就不会进步。本文将简

单讨论讲述小学语文教学培养小学生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

教学过程中对小学生的创造力进行培养。通过全新的方式创造出一种良
好的教学方式进而对小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及发散思维进行更深一步的挖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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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中小学生课程改革创新为大前提的情况下，学校提出
了教师要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观
能动性其实最考验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现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问题就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当然，创新更是现在原有事物
的角度上出发的。从小学就开始着手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
利于学生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对事物的多方位思考。文章将会通
过一系列的举例说明并且结合实际的一些教学情况进行分析，指
出教学中应该用到的方法和意见。 

1 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应该是越早越好，在小学生的这个阶段，

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事物接受能力都是最强的时候，也是有最多奇
思妙想的时候，所以，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
帮助学生在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还能发散思维。随着当前社
会的快速发展，单一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实际上学生对于学
习需求的需要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够拓展学生的思路，
让学生主动探索，主动询问，从而进一步获取新的知识。创新思
维还能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通过正反论证的方式，让
学生分成两部分，对一件事物进行论述，引导学生一件事物的多
面性，在增加了课堂参与感和体验的同时还能教育学生独立思考
的能力，为学生的学习道路奠定基础。 

2 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策略分析 
在小学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积极鼓励学生大胆的积

极提问质疑的方式，构建一种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教学模式，同时
营造较好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并且根据课堂内容设
置教学情境，让学生更容易发散思维，更好的融入情境从而培养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1 积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构建互动教学 
因为有疑问才会有思考。只有学生遇到问题并向教师积极进

行提问质疑，才能说明学生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课堂学习中，对
学生深入语文课堂的学习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构建互动教学的过
程中，要时刻把学生放在课堂的第一位，让课堂以学生为中心，
建立一种教师与学生平等的关系，更容易让学生贴近教师，从而
敞开心扉大胆提问。例如，在人教版小学四年级《两个铁球同时
着地》的课文中，可以通过对学生提问引发他们的思考“为什么

两个重量不同的小球会同时落地”。在讲课之前可以先提问学生，
先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带领学生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小
实验，继而引出这篇课文，在学生的不断思考中完成教学。这样，
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文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还能
挖掘学生更多的潜能。 

2.2 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培养学生想象能力 
教学环境会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如何营造

出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就成了教师必须解决的难题。因此，教师
在准备教案时，就要求教师现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什么样的教
学环境才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所以增加课堂趣味性就是必不可
少的一个环节。比如在人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普罗米修斯》
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人物角色，以课文内容为主排练一
个简单的话剧，将课堂内容融入到话剧中，在课下可以让学生提
问想象“如果普罗米修斯没有将火种带到人类社会或者普罗米修
斯向宙斯低头认错，那么故事的结局又会怎么样？”把故事的结
局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创造出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教师则可以
从中找到不同学生所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指出改正。 

2.3 创造教学情景，引导学生发散思维 
在所有教学科目中，语文是最具有灵活性的科目，有很多的

问题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最终的答案就需要学生通过发散
性思维来进行解答。当然，只有发散性思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
要学生有着扎实的语文功底。在进行课堂教育的同时，教师带领
学生走出课堂，让学生与社会中的人、事、物有着更为直接的接
触，在潜移默化中就能使小学生的情感观和价值观得到更好的巩
固。 

3 结束语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创造力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

一种本领，而教师就肩负着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任，尤其是在小
学生这个极具优势的群体中，教师的责任就更为重要了。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鼓励学生对老师进行提问，
拉进与学生的距离，营造出一种和谐互助的一种教学氛围。合理
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适当的带学生一起接触除了课堂以为的
内容，让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得到更大的提升，最后达到促进小
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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