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7 期） 

1103  

教学实践 

在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小学生的发散思维 
◆王丽萍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第二小学校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0） 

 
什么是发散思维？大脑在思维时是呈扩散状态，放射状态，

思考问题思路更宽更全面，能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
创造思维的基础，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创新型人才是我们培养
的方向，作为一名学生的引导者，训练者，培养者的我，把培养
学生的发散思维作为我数学课上训练的一个重点，下面是我工作
中的点滴体会，我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的： 

一、把课堂主动权交给学生，培养学生思维的主动性。 
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真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积极性，趣味性，才能发掘学生的潜能，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
学效果。我在数学课上要学习新的知识点时，让学生通过自己读
题，搜索到哪些信息？你是如何理解的，让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什
么？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给学生条条框框，首先让学生有试做的
过程，在试做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让他们自己找一找，把问题
找出来，看看自己能否独立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以听听组上
同学的意见，让同学们在争论辨解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真
正解决不了的难题在教师的引导下，提示一下，然后再探究如何
解决问题?教师参与小组活动中及时引导解决难题，真正的把课
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尽情畅谈自己的想法，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提高了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让课堂活起来，
成为学生们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探究学习方法的乐园。发挥孩
子们积极思维的主动性。孩子们主动学习的欲望之火被燃起来
了，学习效果也会倍增。 

二、允许学生大胆去想象，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数学课上给学生异想天开的机会，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

只有想到了，才有可能做到，千万不要稿一刀切，用统一答案来
限制学生的思路，这样会禁锢学生的思维。培养出来的人才，缺
乏创造性。例如：一幅地图的比例尺为 1/6000000，图上 1 厘米
的线段表示实际距离多少千米？有的学生用算数方法解答的，有
的用方程，有的先化单位名称，有的后化单位名称，他们做的都
正确，只不过思路不一样，这时候老师要及时点赞。课堂上给学
生足够的时间去探究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结果你会发现学生解决问题的渠道是各有千秋，学生的
想法大胆独特，很有价值。学生的发散思维得到了训练。 

三、打破定势思维，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发散性。 
数学课上，学习好的学生回答的问题，即使有错误，有的同

学看出来了，也不敢说出来，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对，在他们头脑
中形成一种定势，学习好的同学回答的问题基本都对。老师做的
题都对，答案都对，这种定势思维要不得，为了训练学生打破这
种思维定式，我出题的时候故意放点错误的，开始学生不敢往出

挑错误，一些学习好的孩子开始提出疑问，我表扬他们认真观察，
用心动脑思考，敢于质疑，久而久之的培养，我的学生敢于质疑
书上给的答案，大胆提出自己的解题思路，敢于和老师争论，有
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定势思维打破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得到了发
展。 

四、一题多解，让学生在求异思维中，发散思维得到发展 
在数学应用题教学中，我采用“一题多解”的方法来训练学

生的发散思维，如我在教，修路队要修一条 2800 米的公路，第
一天修了全长的 1/2，第二天修了全长的 1/4，第三天修了全长的
1/7 还剩多少米没有修？课件出示这道题后，先让学生试做，并
说出自己的分析思路，因为学生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解题思路
自然也不一样，当老师问：怎样列算式呢？你是怎么想的？孩子
们认真想着，几分钟后，孩子们举起了手，老师我是这样做的：
2800-2800X1/2-2800X1/4-2800x1/7 老师我是这样想的：从路的
总长中减去第一天修的再减去第二天修的，就是剩下没有修的路
程。我引导学生说：“同学们还有其他解法吗？”老师我是这样
做的：2800X（1-1/2-1/4-1/7）我是这样想的：这条路的总长 X
剩下的份数=剩下的没有修的米数。在数学课上我鼓励学生能做
出几种解法就做几种，孩子们兴趣很高，比着看谁的方法多。孩
子们学习兴趣高了。这样孩子们的发撒思维得到了锻炼。 

五、把数学知识和游戏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数学是枯燥的和游戏结合起来就有趣了，学生就会兴致勃

勃，主动参与，孩子们在玩中学，我在教学排列组合这个知识点
时，我踩用游戏的方式进行的。例如：一个桥限重一吨，动物图
片，小熊 340 千克，小马 240 千克，小牛 500 千克，小松鼠 160
千克，他们哪几个可以一起过桥？小熊，小马和小松鼠他们三个
站到一起说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过桥 1 吨=1000 千克，我们三个加
起来是（340+240+160=740 千克），小马，小牛和小松鼠我们三
个也能一起过桥（240+500+160=900 千克）小熊，小牛和小松鼠
说我们三个刚好能过去（340+500+160=1000 千克），等等孩子们
通过游戏表演对题意理解更透，设想了 9 种过桥方案，游戏激发
孩子们的兴趣，兴趣打开了学生的思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
效果。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我努力尝试把课堂打造成真正的学生
学习的乐园，在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在和协的氛围中讨论，在游
戏里获取知识，把学生变成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轻松快乐中学
习，积极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把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培养成创新
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