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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成就小学数学课堂精彩 
◆刘  东 

（四川眉山市仁寿县向家镇九年制学校  四川眉山  620500） 

 
摘要：21 世纪的国际竞争已随着各国经济和知识的飞速进步上升到科学

技术人才的竞争，那么现在所需要的便是新时代的新型人才，具有创造

性思维的人才。充分具备推理逻辑的小学数学更应该从小学生开始锻炼

创造性思维，从而成就小学数学课堂的精彩，更加有利于从基础培养新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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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理论在教育界有着不同凡响的影响力，在小学的
教育上更是尤为重要的。创造性思维是指在学习目标的基础上所
延伸出来的独特的见解性、积极主动性、思维的新颖性相互组合
而形成的结果。对于小学生数学来说，一道数学题给出不同的解
法，根据教师的数学题延伸出自己的问题疑问，这都是创造性思
维的表现。而小学生这种积极主动性的思维发散，思维创新，无
疑会使得小学生的课堂更加丰富精彩。本文意在阐述对小学生创
造性思维的引导、培养、激发与作用。 

一、设置情境，引导学生融入 
小学课堂教师的引导作用是极其重大的，小学生是非常需要

教师引导的，那么教师便需要将学生代入到真实情境中了。教师
需要做好学生的指明灯，指引学生找到疑问，并勇敢提出质疑，
来改变教师一问学生一答的教学方式。。减少提问的方式，多增
加学生自己的自主性回答问题。像是在教学中涉及到简单的数学
运算时，在教授学生“3+2”等于几这种问题时，教师便可以设
置情境，教师可以将面前的学生为例，借助学生手中的铅笔来向
学生展示，分别从五个学生中拿铅笔，从学生的数量来转换到铅
笔，从而转换到教师的问题上，这种情景下的动作和事物会被学
生更加轻易的理解，更容易融入到其中跟随教师的思维进行，也
增加学生自己的思考和想象，让学生自己的思维不由自主的发
散。 

二、带动学生实践，提高学生创造意识 
学生总是不断的学习，所以他们总是有疑问的存在，这时学

生会更加愿意去探索，教师需要提供给学生动用脑力的机会，给
学生想象的空间，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在小学数
学五年级的课本中，有关于图形与空间的内容丰富多彩，又复杂
多样，这就需要学生们动脑和动手，发散思维积极实践。像是在
测量、图形与位置和图形与变换的课题时，只是听教师阐述的理
论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需要学生自己开动脑力去想象教师所说
的图形的形状去发散思维，当然教师可以带动学生去通过自己的
想象亲手制作图形，既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扩散，也让课堂
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 

三、重视数学逻辑与推理，加强思维灵活性 
数学本就具有逻辑性，而小学数学也是打下学生逻辑推理性

的重要时刻，推理性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例如，ABC 三人去
游玩，他们分别有自行车、公共汽车、小轿车三种不同的交通工
具，只知道 A 不是骑自行车的，B 不是乘公交车也不是乘小轿车，
那么，ABC 三人分别是怎样的出行方式？这是一道浅显的数学
题，但是我们同样要用思维的逻辑性与推理性来给出答案。所以，
小学生可以根据这种简单的问题进行推理，深入思考，从而发展
了思维能力，激活思维，让思维更加敏感，也能够创造性地解决
深层次的问题。 

四、利用学习延伸，强化思维 
小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时都是在已熟悉的知识中练习的，所

以需要教师来进行学习的延伸与迁移，立足于教学实际，培养学
生在遇到难题时，不是以解决这道难题为目的，而是根据这道难
题发散自己的思维进行拓展。教师可以组织数学竞赛，不是关注
比赛的结果，而是对竞赛题的解答方法进行自己的理解阐述，既
会使学生们主动参加锻炼思维发散拓展，又可以让教学课堂更加
的精彩有趣，充满积极的活力。例如：甲乙两车分别以时速 60
公里、80 公里从 AB 两地相向而行，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相遇

于 C 点，乙车休息 14 分钟后继续向 A 点行走，甲乙两车到达 BA
点后返回，在经过 C 点时再次相遇，请问 AB 两地距离是多少？
当教师选择这种题目给学生时，应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思考，让学
生阐述他们所用的方法及理由，锻炼学生思维拓展，也让数学课
堂更加活跃生动。 

五、合作促进创造性思维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不是凭空出现的，它需要发展与升华，而

学生之间的合作是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教师可以让学生分
成小组去阐述自己对于问题的解法及观点，以及讨论谁的方法更
优秀，这是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散与交流的。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是可以彼此促进的，当学生自己遇到问题难以解决时，就更体现
了小组的重要性，学生会提供给组员不一样的思路与想法。 

六、让学生更多的去表达是精彩课堂的必要 
这就要教师多听学生的想法，做好引导工作，在学生更注重

用写字去表达的同时，口头的表达可能就被忽略了，教师应该引
导学生阐述自己的思路，因为学生自己的口头表达是非常锻炼学
生的思维的。当出现一道难题时，教师不要先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要尝试着让学生去发言，这样便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发展。 

结束语 
由本文论述可知创造性思维在小学生的数学课堂中是非常

重要的，创造性思维符合当今时代培养新型人才的要求，是当下
教育课程改革中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是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必
要条件，是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创造性思维使得学生
在面对问题时，并不是慌乱解决而是在困境中寻找，在困境中创
造，让思维得到极大的发展。思维的发散性与创造性如同鸟之双
翼，需要学生协调好。所以，教师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需要紧跟教
育时代的脚步，为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培养提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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