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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白雅莉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钢管厂子校） 

 
现在的小学生，时代要求他们成长为既能适应世界又能改造

世界的建设型人才，他们需要有开拓精神和创性精神。语文教学
作为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阵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重要目标。 

语文教学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极为广博，字、词、句、篇的教
学中均可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这里我仅谈
一下我在阅读课堂上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点滴做法。  

第一，在阅读教学的课堂上，教师注意应用课堂语言激发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最重要
的是尊重个性、培养求异思维。所以，在课堂上学生发言的面应
该广，鼓励他们争做学习的主人。学生回答问题时只要有可取之
处就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不以某一个学生回答出一个正确结论为
满足，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表不同意见，打破课堂教学中
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答案的局面。再课堂上应该多问几次“你
认为还可以怎样回答？”“你还有不同看法吗？”“换个角度试试
看？”“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告诉大家吗？”……这些课堂语
言的应用，能够使课堂活起来，大家各抒己见，争做自己学习的
主人，能够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从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造性
思维的特点之一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同一语言形式可以表达
不同内容，不同的内容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形式。如：《四个太阳》
一 课 可 以 先 学 一 段 ， 总 结 出 “ 我 画 了 个       的 太 阳 送
给       ”的句式，后边就可以让学生用这个句式自己学习其
余段落，还可以让学生用这个句式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展开丰
富的想象，再说一说你还想画一个什么颜色的太阳送给谁？为什
么？很多课文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如《我多想去看看》、《彩
虹》、《荷叶圆圆》、《要下雨了》等等。上面所说的语言转换就是
用同一种语言形式表达不同内容的训练，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加强学生求异思维的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三，以课文为基础，鼓励学生以续编故事等形式想象课文
中所没有写到的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如《过河拆桥》

一课，结尾是猴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狐狸过河拆桥却把自己困在
了悬崖的另一面。学完课文，我就启发学生想象一下狐狸最后怎
么样了？有的学生说狐狸在另一面见不到父母，也没有朋友，孤
独的生活着；有的说狐狸自己搭了一座桥，回到了这边，还送了
一些桃子到猴子家去，向猴子道歉；还有的说狐狸自己搭桥时扛
的木头太重，掉到悬崖下摔死了，等等，学生几乎每个人所讲的
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样的方法在许多篇课文中都可以应用，
如，学完《小猴子下山》可以让学生想象一下《小猴子第二次下
山》；学完《东东上学去》，针对学生放学时在路上玩，不及时回
家让父母着急的实际情况，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并开动脑
筋，讲一讲《东东回家去》等等。不少课文都可以设计出这样的
练习。这些练习让学生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启发求异，引导学
生多向思维，尝试一件事情的解决方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开放的，
鼓励学生敢于标新立异，学得更主动，更积极。 

第四，在朗读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朗读在阅读教学中一
直处在重头戏的位置，但要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并不容易。指导
朗读时，我先问学生：“这篇课文中哪几句你最感兴趣？你认为
你能朗读好，表演给大家听？然后叫一些同学表演，并加以指导，
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朗读兴趣。当然，可能大多数找出来的可
能是不同段落，但也不必担心学生的不同意见，可以在比较中求
同存异，以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 

第五，在板书设计上启迪影响学生，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我在做板书设计时，力求做到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简明生动、富
有启发性。不同类型的课文做不同类型的板书设计。力争做到有
创意，使学生从中受到启迪，感受到许多事情，只要肯动脑，都
可以从中翻出新意。 

以上，我从课堂语言的应用、课文内容的理解，给课文续编
故事，朗读指导，板书设计等几方面小结了自己在阅读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几点做法。这些都仅是些点滴体会，而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任重而道远。我仅希望我的这些做法能给学生现
在的学习带来帮助，将来的生活带来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