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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创造个性的培养 
◆刘士忠 

（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中心小学校  黑龙江绥化  152000）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是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是社会发展对教

师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我们从小学阶段开始就要注重培养学生
的创造性。本文仅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个性来谈
一谈自己的认识和做法。 

一、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可行的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主要体现在

培养学生通过对课文内容的感知、理解的基础，深入探究其中蕴
含的基本规律，善于发现新事物的本质特征。并逐步形成能力。
因此，对于小学生而言，创造活动就体现在学习过程当中，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
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就是创造。 

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基础学科，学好语文是学好其它各门学科
的基础，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的起始阶段，以后的学习都在这一
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小学语文课本中蕴含着丰富的古今中外科学
文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为我们培养小学生创造性提供了优越条
件。 

二、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方法 
每一名小学生都具有创造的潜力。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环境

的影响对学生进行培养、训练，学生的创造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开
发。在教学实践中，我主要通过以下的途径与方法来培养小学生
创造性的。 

（一）丰富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 
知识是智力的基础，学生智力的开发又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

前提。学生如果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就容
易发挥创造性。要培养小学生创造性，就必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语文基本技能训练，打好“双基”基础。
使每一名学生切实学好课内的基础知识，掌握获取知识的基本技
能。其次，组织学生开展第二课堂语文实践活动，把学生的阅读
视野由课内引向课外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语文
素养，丰富学生的知识面，为培养学生创造性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在班级设立了图书角，每月更换一次图书名录。利用每天晨读
时间组织学生阅读课外书，积极开展全班阅读活动。向学生及家
长推荐可读的图书目录，班级每月组织召开一次读书汇报会，学
生之间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努力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为学生大
量阅读提供时间保证。这样一来，学生通过大量课外阅读，了解
了世界，了解了古今中外各领域的名人。认识了这丰富多彩的大
千世界。真正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发展创造性提供坚
定的基础。 

（二）营造民主、宽容的课堂气氛 
在课堂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就需要有一个民主、

自由的课堂环境，使学生敢想，异想天开，敢说，说不同的见解，
敢做，做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把学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怎样才
能营造宽容，民主的课堂气氛呢？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的。 

1、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是新课改所倡导的新理念，教师是教学

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式师生关
系，没有师道尊严。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完全进入学生的
交流过程，把教和学二者完全地统一起来，使师生双方都把对方
看作共同解决问题的伙伴。比如，我在教学《乌鸦和狐狸》一课
时，我和学生一起演课本剧，我扮演剧中的狐狸角色，学生轮流
扮演乌鸦的角色，我引导学生在表演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表
演，不受课本的局限，学生演得很投入，也很有创意。 

2、尊重个性差异，鼓励学生敢想敢说。 
每个学生由于文化知识、生活经验，以及思想境界、家庭教

育及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个性差异，而
这些差异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就造成了每个学生对课文理解、
感悟的差异。例如，我在教《农夫与蛇》一课时，我设计了一个
问题：“说一说你对农夫的看法？”有的学生认为农夫很可怜，
做了好事，却遭到了恶报；有的学生认为农夫不值得可怜，他分

不清好人与坏人；有的学生说，农夫不应该救这条蛇，应该把这
条毒蛇弄死了，以免以后它再咬人；有的学生却认为，农夫应该
遭到恶报，因为他帮助了坏人……我对学生不同的观点都予以肯
定，表扬了他们。 

学生对农夫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在课文阅读理解上的不同，
说明他们的创造性在这里得到了自由发展。有时即使学生回答是
错误的，也要进行积极引导，不要做消极评价，善于从学生答问
中捕捉点滴的创新因素，予以鼓励。如果我们在语文课堂教学过
程中，经常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开放的问题，供学生探究学习，那
么学生的创造性就能得到培养。 

（三）注重开发学生智力，为培养学生创造性夯实基础。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抓好“双基训练”固然重要，但只是丰

富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还不够，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还显得不
足，我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抓好“双基训练”丰富
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利用教材资源注重开发学生
智力，为培养学生创造性夯实基础。 

小学生进行创造的心理活动是基于观察、想象、思维等多方
面心理活动之上，也就是说，观察、想象、思维等智力因素是培
养创造力的必备条件。观察是创造的基础，没有全面地、细致入
微的观察，就很难生发出创造性，因此，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活
动中，要依据教材资源组织学生积极开展探索观察活动，有目的
地指导学生去观察，教会观察方法，养成观察习惯，培养敏锐的
观察力，让学生在观察中有所发现，进而有所创造。比如我教了
《美丽的小兴安岭》一课后，让学生去观察校园的景色，看谁观
察得细致入微，看谁通过观察有新奇的发现，或提出富有创造性
的问题。教师就给予赞赏。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中看图说话、写
话的语文实践训练较多，是培养学生观察力的丰富资源，也是培
养学生创造性的丰富资源，教师要善于利用不可荒废。也可以带
领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大自然中去观察这大千世界，去
观察这五彩缤纷的世界。从中定能点燃学生创造的火花。想象是
创造的前提，没有想象，也就没有创造。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过
程中要从小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验出发，通过激发学生
想象，引导学生去理解课文内容。例如，我在教学《龟兔赛跑》
一课时，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乌龟和兔子进行第二次赛
跑，请同学们想一想比赛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一石击起千层浪，
同学们顿时思维活跃起来了，都争相发言。有的说兔子会赢，因
为兔子会吸取前一次比赛失败的教训，这次比赛不会再睡觉了；
有的同学说，乌龟还会赢的，因为乌龟不骄傲，一直努力，兔子
轻视乌龟，所以兔子还会输的；有的说，不一定谁会赢……真是
众说纷纭。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敢想敢说，学生的创
造性得到了发挥。另外，还可以给学生设计一些想象性的作文练
习。诸如这样的练习，我都要求学生回答时说同一类的，鼓励学
生要有独特见解，培养学生思维广泛性，发散性，也就培养了学
生的创造性。 

以上是我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一些认
识和做法。此做法在教学中收到了很好效果。但是，在课堂教学
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途径与方法一定不仅于此，一定还会有更多
的途径，更好的方法，有待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