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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王梦仪 

（新疆石河子第九中学  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要：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基础课

程改革。通过对新课程改革的研究，我们发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受到了

特别的关注。然而，从对当前中国课堂教学的分析来看，学生创造性思

维的现状令人担忧。因此，如何通过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已

成为当前语文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为小学语文教

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操作教学策略，可为

语文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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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语文教学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语文教师对思维的培养不够重视 
首先，创新作为民族自治的基础，是人类最具活力的行为，

是科学研究的第一要求和生命线，是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灵
魂。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在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的同时，注重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有高素质和创
造力，成为新知识时代所需的人才。经济。因此，汉语教师应充
分认识到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其次，传授基础学科知识只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方面，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力是语文教学的深层内容。因此，注重在语文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增强中国教育的深刻内涵。只有激
发学生在课堂上的思考，学生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甚至更多。
热爱学习为中文课堂教学开辟了更好的空间。 

最后，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生很好奇，很容易被各种新事物
所吸引；他们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表达意愿的愿望;它们具有灵
活性，易于根据不同型号进行成型。这一时期的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具有独特，分歧和创新的特点，可以说是他们创造性思维的体
现。因此，每个学生都是一个被剥削的土地。教育工作者应将其
视为教育的资源和财富，挖掘和利用教育，并将学生的潜力变为
现实。 

1.2 语文课堂氛围的不适应 
师生在教学中应该是民主平等的，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强制

和被强制的关系。教师应一改以往的命令口吻，以亲切的态度与
学生交谈，要常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体验每个学生的感
受。创造性思维要求教师是一个开放者。首先要扫除心理障碍。
教师和蔼可亲的态度，热情地鼓励、积极地启发引导学生质疑，
帮助学生多提问，帮助学生找好学习的突破口，必然有助于消释
师生间的心理障碍，让学生有足够的安全感，形成和谐、平等的
交流氛围。创造一种全面、和谐、宽松发展的条件和良好的课堂
气氛。师生间自由地交流，让学生感到亲切温暖，给学生较多的
表达机会，是促进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内在动机，使学生
能主动地提出问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一种自由探讨
的气氛，变“不敢问”为“敢问”。另外，对于学生自己发表的
见解，如果教师处理不当，则容易挫伤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抑制
学生的创造思维的形成。在对课文的理解上，不能规定统一的“标
准答案”。师生相处时，只有让学生感到充分的自由，才会有创
造的灵感出现。生与生、师与生融为一体，实现零距离接触，沟
通无阻碍，学生有问题随时提出，有想法随时发表，平等对话，
无拘无束交流。良好的氛围对于激活思维，提高学习质量起到保
障作用。 

2、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2.1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批判性思维 
2.1.1 打破思维定势，培养批判性思维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一旦形成“思维圈”，思维个体在自己

的逻辑圈里就无法打破自己，因而在面对新信息时，就产生了“思
维盲区”、“无知境界”，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当我们长期
处于这种环境下，如果再碰到问题时，思维活动便会自然而然地
受到思维定势支配，甚至在环境、条件等发生明显变化时仍不肯
改变。所以我们要引导学生关于打破思维的定势，学会多角度、
全方位地思考问题，特别是逆向思维，让学生在创新思维训练中。
例如，在学习完《狐假虎威》这一课后，让学生谈谈谈谈对狐狸
的认识，大多数学生都认为狐狸狡猾、奸诈。而有的同学却认为：
“狐狸多聪明呀！与老虎相比，它是个弱小者，因在比自己强大
的敌人面前不会受欺负而斗智，我们应该像狐狸学习。”也有的
学生说：“外表再强大，只要不动脑筋也会败在别人的手中。”虽
然这两位学生的回答与众不同，但是他们的见解并没有错误，倒
是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思考不按照常规的路子，具有创造性。 

2.1.2 加强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要想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在教学中

就要留有余地。也就是说教师对内容要讲清，但不能讲解过细。
老师讲解过细会造成这样的弊端：学生学习不分主次、抓不住最
基本的东西、不会独立地获取知识、老师不讲就不会、没有自我
开拓的能力、不会自己钻研新的问题、依赖性较大。例如《燕子》
一课中有这样的描述：“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痕细
线……”这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质疑：“细线指的是电线，为什
么不用‘条’或‘根’而用‘痕’呢？启发学生进行独立地学习
和思考，从而完成对这一部分的学习。创新需要灵感，更需要时
间。所以教师在语文课堂上应该恰当地安排教学活动，给予学生
思考的时间和思考回旋的空间，尽量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尽可
能有机会让学生自己做决定。学生就有可能进行大胆的想象，形
成自己的思考，从而对别人的思考才能有所批判。 

2.2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发散性思维 
例如，在讲授《滥竽充数》时，一般都会想到批评弄虚作假、

没有真才实学的南郭先生。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本文的主题发表
不同看法，引导学生从反面思考。学生通过仔细阅读提出了问题：
“南郭先生能够在乐队混这么长时间，究竟是谁的错呢？”最后
一致认为滥竽充数不能全怪南郭先生。齐宣王用人不认真考核；
南郭先生的那些伙伴应该知道他的底细，却不检举揭发他等。学
生能够联想发挥推测齐宣王和那些伙伴们的心理，由此可以看出
学生的思维活跃了，见解变新了。 

所以，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其实质就是把思维的对象放在
更为广阔的背景里加以考察，从而增加各种可能的视角，才有可
能发现问题更多的属性，同时也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思
路，进而发展了发展性思维。 

3、结束语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语文课程的结合正在兴起，因为这样既

能节省时间，又能教给学生相应的学科知识、培养相应的学科技
能，增加语文学科知识的附加值。同时语文学科因其综合性、区
域性及跨学科的特性，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面有很多优
势，因此在语文学科中加强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具有广阔的
空间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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