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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对小学生数学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探究 
◆夏  莎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培养是十分必要的，小学生的思维能力通

过数学学习能够得到训练，从而逐渐形成创新性思维，这对于创新性人

才的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数学教师应当按照素质教育理念积极创新教

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小学生的思维灵活，喜欢新鲜事物，

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最佳时期，小学数学教师需要充分利用

课堂内外的教学活动，研究出更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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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小学阶段的基础课程，小学数学能够提升学生的运算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思维想象能力。众所周知，生活离不开数
学，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能够应用数学知识来解答，新课改提出
数学教学需要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让学生了解数学对生活的
用处，数学教师应当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与动力，采用师生
互动教学共同探索数学的奥秘。 

一、教师树立创新教学意识与教育理念 
数学创新教育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只

有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才能积极配合教师开展创新教育，首先，
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创新教育理念，具备开展创新教育的能力，
才能够懂得如何引导学生运用创新思维，使创新教学更加有步骤
有条理，而不是仍然按照传统教育模式教学。教师对于学生创新
思维培养的意识应当是深入教师的大脑，才能形成自身独特的教
学风格，提高数学教学的有效性。此外，创新教育开展的另一个
前提就是良好的课堂氛围，只有当学生处于和谐、轻松、稳定的
环境中才有利于创新思维培养；良好的课堂氛围也意味着良好的
师生关系，学生才能在课堂中大胆创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意见，
对此，教师必须摒弃陈旧的教学理念，懂得与学生建立平等信任
的师生关系，时刻关注学生的想法与问题，才能不断创新教学方
案。 

二、采用一题多解的数学教学方式 
在数学中，通常一道题目能有多种解题方法，这是一种很好

的将学生从已知到未知的过度式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在大脑
里形成知识与方法彼此交错的网格化数学体系，让学生发觉数学
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区别，就是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解答数学
问题，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可以利用数学这一
特征对学生思维进行拓展，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观察数学题目，学
生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根据所学的数学知识用心探求多种解题方
法，这有利于提高学生解题中灵活应用数学知识。在多种解题方
法中，有些运算比较复杂而有些更为简单，此时教师可以要求学
生进行解题对比，使学生领会常规解题与创新解题的思维差异，
激发学生寻求创新解题的动力，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有利
于开启学生的智慧，拓展学生的数学学习思路，使学生掌握数学
问题的解答技能。 

三、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数学教师不仅需要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外，还需要关

注学生的学习行为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直接影响学生数学学习
能力的形成。数学知识比较抽象，需要学生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
力，一些学生在遇到数学问题时，总是会产生逃避心理，不仔细
思考便急于询问教师，此时，数学教师在解答时注意引导，进行
启发式教育教学，使学生面对难题时能够不轻言放弃，积极主动
进行求知探索，同时，在解答过程中让学生掌握思考方法，懂得
遇到难题时该如何入手，引导学生分析、推理、归纳数学题目，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生思维创新能力发展。小学生
年龄较小，正是逐步养成学习习惯的阶段，数学教师需要要求学
生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数学问题思考，同时要时刻关注学生
的学习过程，让学生自觉养成检查校验的良好习惯，在面对出现
的错误时，采取鼓励与引导学生形成有错必改的习惯，帮助学生
锻炼坚强的学习意志，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与兴趣。 

四、鼓励学生积极探索新知识 
学生在数学学习时比较习惯于教师教授，大多数时候处于被

动接受状态，教师教什么学生跟着学什么，学生在应用时也习惯
运用已学的数学知识，缺乏自主探索新知识的意识和动力。因此，
这就需要教师的引导，在学生掌握已教授的知识基础上，让学生
能够主动探究新知识或者扩展旧知识，通过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能够积极运用数学原理分析事物，比如在教学圆的周长中，经过
教师的教学让学生知道如何使用数学工具计算圆周长，如果将课
本中的图形换成生活中的实物该怎么计算呢？比如硬币、篮球
等，使用什么作为计算工具呢?通过向学生提出问题的方式，让
学生进行思维想象与创新，寻求好的解题方法，通过学生探究，
有些学生认为可以用绳子绕球一圈，再用尺子测量绳子长短，推
导计算得出篮球的周长。可见，学生通过知识的探究，掌握了数
学知识的同时还能够灵活应用，提高了数学的教学质量。 

五、利用数学运算训练 
小学数学知识中有各种运算练习，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开始

学习数字、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混合计算等，运算能力也
是学生最基本的数学能力，运算能力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培养
学生的非智力因素，面对运算题时，学生需要考虑使用何种数学
知识和运算方法，只有在充分理解数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知道如
何使用运算能力。教师在教学数学运算中必须先讲解数学知识的
基本概念与性质，学生才能真正理解，运算时候才能不会出现差
错。运算能力是需要技能训练的，只讲不练或者讲多练少都影响
学生运算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训练时，
教师可以采取口算、心算、游戏等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
生能够注意力集中，摆脱数学运算枯燥的问题；在学生掌握基本
的运算方法之后，可以适当进行运算速度训练，通过抢答、竞赛
等形式，提高学生思维应变能力，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在这
样的引导下，教师能够将数学课堂营造出一种主动思考的氛围，
通过长期的数学运算训练，能够使学生掌握学习数学的方法，促
进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发展。 

六、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 
思维创新是源于质疑的，因此，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

要。数学教学中教师应当在教授新的数学知识基础上，鼓励学生
大胆质疑，激发学生提出疑问的热情，对于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
题，还可以通过自由讨论等形式进行解答，但学生都存在个性差
异，也会提出一些不在关键之处的问题，此时数学教师也应当以
鼓励为主，保护活跃的课堂气氛。小学生对新事物好奇是他们的
天性，小学生想象力丰富，他们的想法千奇百怪，教师应当利用
这一特点，引导学生将疑难问题提出来，充分挖掘数学潜在的概
念，和学生一起探讨更加简单的运算方法，寻求更好的解答办法。
在这种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下，学生质疑问难的意识很浓，学生
对于无法理解的数学知识能够及时向教师提出疑问，促进学生思
维的敏捷与创新。 

综上所述，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是一个需
要长期积累的过程，教师在树立创新教学意识与教育理念基础
上，应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多种数学解题方法，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求知并探索数学，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数
学学习习惯，使学生能够自主探索新知识，让他们乐学、会学、
善学，促进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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