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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新课程理念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之我见 
◆吴宗流 

（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 

 
摘要：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新课程今秋全面登陆我市，

加强数学学习思维的研究，不仅有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还有利

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中学数学教学质量，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

的数学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使学生学到有用的数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而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际，谈谈如

何利用课堂教学的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从而提高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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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的思维活动中，创新思维是 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是
开拓性、创造性人才所必须具备的能力。麻省理工大学创新中心
提出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主要应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基本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我认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有三点基本要求。第一，对周围的事物要有积极的 度；第二，
要敢于提出问题；第三，善于联想，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在
数学教学中构建学生的建模意识实质上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能力，因为建模活动本身就是一项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既具
有一定的理论性又具有较大的实践性；既要求思维的数量，还要
求思维的深刻性和灵活性，而且在建模活动过程中，能培养学生
独立，自觉地运用所给问题的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 佳方法和
途径，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直觉思维、猜测、转换、构造
等能力。而这些数学能力正是创造性思维所具有的 基本的特
征。 

一、发挥学生的想象能力，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 
众所周知，数学史上不少的数学发现来源于直觉思维，如笛

卡尔坐标系、费尔马大定理、歌德巴赫猜想、欧拉定理等，应该
说它们不是任何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数学家通过观察、比较、
领悟、突发灵感发现的。通过数学建模教学，使学生有独到的见
解和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如善于发现问题，沟通各类知识之间
的内在联系等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核心。 

例:证明 
分析：此题若作为“三角”问题来处理，当然也可以证出来，

但从题中的数量特征来看，发现这些角都依次相差 72°，联想
到正五边形的内角关系，由此构造一个正五边形（如图） 

 
 
 
 
 
 
 
 
由于                          . 
从而它们的各个向量在 Y 轴上的分量之和亦为 0，故知原式

成立。 
这里，正五边形作为建模的对象恰到好处地体现了题中角度

的数量特征。反映了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与想象能力。如果没有
一定的建模训练，是很难“创造”出如此简洁、优美的证明的。
正如 E·L 泰勒指出的“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
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创的见解”。 

二、构建建模意识，培养学生的转换能力 
恩格斯曾说过：“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不是无聊的

游戏而是数学的杠杆，如果没有它，就不能走很远。”由于数学
建模就是把实际问题转换成数学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在数学教学
中注重转化，用好这根有力的杠杆，对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灵活
性、创造性及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提高解题速度是十分有益的。 

如在教学中，我曾给学生介绍过“洗衣问题”： 

给你一桶水，洗一件衣服，如果我们直接将衣服放入水中就
洗；或是将水分成相同的两份，先在其中一份中洗涤，然后在另
一份中清一下，哪种洗法效果好？答案不言而喻，但如何从数学
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们借助于溶液的浓度的概念，把衣服上残留的脏物看成溶
质，设那桶水的体积为 x，衣服的体积为 y，而衣服上脏物的体
积为 z，当然 z 应非常小与 x、y 比可忽略不计。 

第一种洗法中，衣服上残留的脏物为      ； 

按第二种洗法：第一次洗后衣服上残留的脏物为      ；第

二次洗后衣服上残留的脏物为         ；显然有这就证明了第

二种洗法效果好一些。 

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更引申一步，如果把洗衣过程分为 k
步（k 给定）则怎样分才能使洗涤效果 佳？ 

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无疑会激发其学习数学的主
动性，且能开拓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养成善于发现问题，独立
思考的习惯。 

三、加强创新意识的培养 
创新意识是创新精神的主体，是创新能力的心理基础。加强

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 
(1)要求学生不迷信、不盲从，不把任何自己没有明确认识为

真的事物当成真的加以接受鼓励质疑。  
(2)有问必答。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一定要回答，哪怕再简单，

哪怕回答委婉些或留有余地。这主要是鼓励学生有勇气提出自己
的问题，哪怕很简单，这至少说明他在思考。也只有学生积极思
考了，才有创新的可能性。  

(3)有意设疑。“答疑不答，贵在启发”，这是教学答疑的一
个技巧。教学中，学生提出的问题中的疑点和难点内容，绝不只
讲是什么，有意设计一些疑问留给学生，启发他们探索，让学生
在探索中增强创新意识。  

四、以“构造”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个好的数学家与一个蹩脚的数学家之间的差别，就在于

前者有许多具体的例子，而后者则只有抽象的理论。” 
我们前面讲到，“建模”就是构造模型，但模型的构造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又需要有足够强的构造能力，而学生构造能力
的提高则是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基础：创造性地使用已
知条件，创造性地应用数学知识。 

五、挖掘典型例（习）题，培养灵活思维 
数学教学是学生创造性的活动过程，为了使学生获得真正的

数学知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挖掘典型例（习）题。
通过一题多解，一题多变、一题多联的方法进行 训练，开拓解
题思路，开阔视野，促使知识迁移，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广
阔性，也有利于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和核心，是推行素质
教育的一个永久话题。只要我们在教学中教师仔细地观察，精心
的设计，可以把一些较为抽象的问题，通过现象除去非本质的因
素，从中构造出 基本的数学模型，使问题回到已知的数学知识
领域，就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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