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实践 

刍议小学语文教学创新精神的培养 
◆刘向华 

（自贡市自流井区光大街小学校） 

 
摘要：小学语文是小学教育阶段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教师在传授知识，

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在以往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中，受到应试教育观念的影
响，教师只是枯燥地灌输知识，只关注学生的考试分数，忽视了对学生

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深入改革

创新，思考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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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小学生语文创新精神培养的因素 
1.1 教学方法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充分

认识和了解每个学生的认知规律，并针对学生的认知规律研究制
订行之有效的、合理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引
导学生主动开动脑筋分析所学知识，深挖学生的想象力。另外，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教材内容，熟练掌握学习要点，
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以
及兴趣爱好，灵活制订有差异性、有针对性、行之有效的教学方
法，进一步开发挖掘学生的兴趣爱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
引导学生积极地探索新世界和新事物，为培养其创新精神打下基
础。 

1.2 学生的素质培养 
新教育目标规定语文教学应加强对学生素质的培养，重视对

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培养，促使综合能力的均衡发展。大多数教师
都能按照新课标的规定进行教学，但是依然存在着问题。比如，
对新教材揣摩得不深入，对教材内容研究得不彻底；受固有思维
的禁锢，过度注重学生某一方面的专长，造成学生偏科严重等。
这些忽视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问题，将会阻碍学生创新精神的形
成。 

1.3 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影响教学效果优劣的主要因

素。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充实教学内容，完善教
学计划，为学生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教
育活动，发挥其主体作用，使其主动融入学习中去，对语文产生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敢于创新、善于思考的优良品质。 

2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 
2.1 激发学生的情感，鼓励小学生进行创新 
小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他们的个性决定了他们具有创

新意识，只要教师能够合理挖掘，就一定可以实现小学生的全面
发展。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要改变传统“一言堂”
的教学方式，唤醒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还要树立正确的育
人观念，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激发情感。从心
理学角度讲，积极的情感是小学生学习和探究的动力。比如在讲
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文《生命的壮歌》时，文章用词精准，语言严
谨，尤其要注意“肆、臭、俱、陵”等字的写法和“束手待毙、
肝胆俱裂、肆虐”等词语的意思。我给小学生播放了制作的电子
课件，渲染一种轻松的课堂氛围，然后让小学生通过阅读课文，
体会羚羊面对危险时表现出的冷静。接下来我让小学生根据自己
掌握的经验说出一些有关动物自救和逃生的有趣故事，然后继续
拓展，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危险怎么自救？然后师生进行互动交
流，这样不仅提高了小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还有利于小学生养成
创新意识，在教师的启发和帮助下增强小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2.2 注重拓宽视野，培养学生提问意识 
小学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作为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语文知

识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小学生的思维能力，鼓励他们多思考、多
研究，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为学习奠定基础。首先，教师需要
将创新放到教学的首要位置，打破传统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培
养他们小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并能够利用自身的知识将问题解
决掉。比如，在讲解《草船借箭》一文时，在完成整篇文章的讲

解之后，学生已经认识到诸葛亮的有勇有谋。但是为了培养学生
的发散思维，教师可向学生继续提问：“同学们这篇文章学完了，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有的学生就会想到：“老师，如果当时
江面上的大雾没等借箭完成就消失了，那么诸葛亮岂不是竹篮打
水一场空？”还有的学生说到：“如果当时曹操放的箭带火，那
么诸葛亮的计策也不会成功。”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应耐
心解答，而不是当场否定，更多的是鼓励学生提问，培养他们的
提问意识，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 

2.3 鼓励提出质疑，呵护创新萌芽 
对待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学生对于某

个知识会有自己的感受，这些独特的见解和疑问就是创新的萌
芽。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比较差，经验和知识积累得还比较少，有
时可能他们提出的想法是很幼稚可笑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此时
教师要倍加重视学生的这些质疑，因为这些质疑的背后就是学生
的创新精神，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生疑、质疑。有些教师认为学
生的质疑会打乱自己的教学思路，害怕无法回答学生的问题，实
际上教师要遵循学生的主体性，要鼓励进行对知识进行“再创
造”，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教学效果也会更好。
比如在《乌鸦喝水》课文教学中，通过阅读课文已经知道了乌鸦
通过投递小石子的方式喝到了瓶子里的水，此时有学生可能质
疑：“如果身边附近没有石子怎么办？乌鸦已经这么渴了，不能
让它在远处一个个找来石子吧？”这位学生的思考方式令人惊
讶，教师在鼓励他的质疑后，可以顺势引导学生讨论还有什么更
好的办法，学生积极开动脑筋，经过一针讨论，提出了一个更合
理的方法：“衔来一小根树枝，在瓶子中沾水，这样也可以喝到”，
创新精神由此发芽生长！ 

结束语 
教育有着两面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既可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也可以抹杀学生的创新精神，这也是国际教育组织在
《学会生存》中提出的观点。教师作为学生基础语言的启蒙者，
应该时刻谨记自己担负的重要责任，在日常教学中，不断探索新
方法，改革创新新思路，真正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使其
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去学习思考，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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