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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李淑贞 

（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江埠中心小学  江西上饶  334114） 

 
摘要：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在实施素质教育的改革中，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小学生的思维特征由于受生理和

心理发展水平的限制，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逐步地向抽象逻
辑思维过渡的阶段，即使到了高年级，他们的抽象思维过程仍然需要许

多感性材料的支持。因此，在小学阶段，只有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

和思维创新能力，才能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将来更深
层次的数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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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在实施素质教育的改革
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小学生的思维特征
由于受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的限制，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占主导地
位，逐步地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即使到了高年级，他们
的抽象思维过程仍然需要许多感性材料的支持。因此，在小学阶
段，只有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创新能力，才能使学生
的学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将来更深层次的数学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在数学教学中只有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方法和创
新能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思维环境，培养学生思维的正确性、
灵活性、深刻性、敏捷性和独创性，才能使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
本领，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智力发展。                 

一、激发探究兴趣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前提条件 
兴趣是孩子各种创造力、求知欲的原动力，只要孩子对某种

事物发生兴趣，就会无止境地去追求、去实践、去发展。在数学
教学中，我们体会到，凡是能积极、主动地参与获取知识过程的
学生,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浓厚,求知欲望强烈,数学素质会得到
较快发展。因此数学教学必须从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情感
入手，使学生由机械、被动学习转变为创造、主动学习。教育之
父赫尔马特说过，任何个体在获取知识时，其兴趣都要发生四个
阶段的变化，即注意、期待、探究和行动。可见最后要真正获取
和巩固学习数学的兴趣只有通过学生自身的行动。我们的数学教
学要在立足课堂教学这个主战场的同时，建立一个开放式的课程
体系，从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出发组织教学，让学生在实践活动
中，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我通过开设数学活动课等形式，培养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如在进行“平移和旋转”这一节教学中，
一开始上课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喜欢玩玩具吗?今天我们
来玩玩具好不好?”学生顿时兴趣盎然,纷纷拿出玩具玩一玩。接
着又让学生介绍自己的玩具的具体操作方法,并根据玩具的运动
情况分一分类。学生通过玩玩具,结合生活实际体验了物体的平
移和旋转。通过分类,体会到了平移和旋转是两种不同的运动方
式。就这样，由学生熟悉的活动引入新课的学习，唤起了学生对
数学学习的亲切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新知识的欲
望。因此课堂气氛高涨，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数学学习，感
到既轻松有趣，又特别难忘。在教学《统计知识》时，让学生统
计学校内的事物；在教完《长、正方形面积》时，让学生动手测
量生活中的长、正方形面积……通过一系列的数学实践活动使学
生感觉到小学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消除了对数学的厌倦感，激
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重视自主观察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  
对小学生来说，没有观察就没有学习。 观察力在人类活动

的各个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通过对事物进行系统
的、周密的、精确的观察，获得有意义的材料，才能探索出事物
运动或发展的规律。人的观察力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而是
可以在学习中得到发展的，如果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观察力，那
么就能使它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学生的观察往往总是与自己
已有的知识经验相联系的，每一位学生观察的角度、方向不尽相
同，所获得的结论也就不一定相同。因而在观察过后，不能急于
给学生的观察结果下结论，而应站在学生的角度，从不同方面来
进行分析、讨论，让学生知道观察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使他们在

下一次进行观察，能有效地提高观察效率，获得成功。在培养儿
童观察能力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不仅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而
且要透过现象观察事物的本质。要指导他们逐渐懂得看问题应该
从什么角度看。同时，要教会他们特别注意进行分析、比较。例
如：在讲对长方体、正方体认识的时候，教师手里拿着一个长方
体教具告诉学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几何图形长方体，然
后要求学生观察后说一说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物体是长方体
的？教师将学生举出的物体贴在黑板上，再引导学生观察，使学
生认识到虽然这些物体的形态、大小不同，但都是长方体。这时，
学生只看到了长方体的表象，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引导他们观察
长方体的本质特征。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将课前准备
的长方体物体拿出来，要他们从三个方面观察（面、棱、顶点）
长方体共有几个面？有几条棱？相对棱的长度怎样？有几个顶
点？然后由各小组报告观察结果，教师将这些数据分别板书出
来。据此，教师进一步要求学生观察长方体有什么特征？这时已
有许多学生能够说出长方体的本质特征就是：有６个面，每个面
都是长方形，相对面的面积相等；有 1２条棱，相对棱的长度相
等，有８个顶点。教师在肯定了学生对长方体的认识后，把几种
长方体斜放在不同的位置，问学生是否还是长方体？通过观察，
学生认识到判断长方体要看面、棱和顶点，与摆放的位置无关，
这样就加深了对长方体本质特征的认识。这时教师拿出正方体教
具让学生再观察，并说出现在这个形体与长方体有什么相同点和
不同点？通过观察后，学生认识到它们都有 6 个面，相对面积都
相等；都有 12 条棱，相对棱长度相等；都有 8 个顶点。不同点
是长方体每个面一般都是长方形，而这个形体，每个面都是正方
形，由此引出正方体的概念。 

三、鼓励参与操作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 
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才

可以提高创新能力。但任何一个创新、创造的过程都是一个手脑
并用的过程。所以创造力的提高和发挥都需要有操作能力的支
持，操作对人的大脑智力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前苏联教
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手使脑得到发展，使它更聪明；脑使
手得到发展，使它变成创造的、聪明的工具，变成思维的镜子。” 
例如在教求一个数的几分之一、几分之几是多少时，教师要引导
学生联系 1/4，3/4 的含义，用学具摆一摆、分一分、算一算、说
一说。借助实际操作，激活学生相关的经验，把新例题和已解决
过的问题联系起来，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解决新问题，这样的活
动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所学知识，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对于促进学生自身的整体发展都有很大帮助。因此在数学教
学中，要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总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点，也是我们所培养的人适合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数学创新教
育是教育改革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要不断改变环境、创设条
件以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实施数学教学灵活化，培养小学生的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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