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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刘向春 

（玉溪市澄江县九村中心小学） 

 
摘要：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没有创新，人类就不会进步。教育创新，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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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生活和实践中许多客观事实都证明了创新能力的
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就要要求具有创新意识和
创新精神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多方
面的创新教学，不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语文课本中选进的教材，大都有情文并茂，有声有色，它们
以抽象的语言反映活生生的画面，以饱含情感的符号表达对社会
人生的认识，易于唤起学生的想象，激发他们的情感，因此，教
师在语文教学中，应采用各种形式，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 

一、创宽松、和谐、民主的课堂教学氛围，诱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 

1、教育的创新要有创新的意识、创新的观念。 
学生时代，特别是小学时期是一个人创新的萌芽时期。他们

的创新与见解尽管显得那么的不完善、粗糙，有时甚至表现得是
那样稚嫩，但教师要一往情深地去关爱孩子们这些难能可贵的创
新苗头。 

2、教师扮演的角色要发生转变。 
“新课标”中指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我想，这也就

是说，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的朋友，而不是管制式的家长。老师在
课堂上要亲切、温和，课堂下多与学生谈心，让他们觉得你平易
近人、和蔼可亲，才会由怕你变为敬你、爱你，他们才会向你敞
开心扉，乐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3、要充分尊重学生。 
老师不但要尊重学生的人格，而且要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

允许学生发言不准确，允许学生给老师指出错误，允许学生在某
些方面做得比老师好，不能讽刺、挖苦学生。这民主、和谐、宽
松的教学氛围，就如同鸡蛋孵化成小鸡，一旦温度达到一定的条
件，创新的小鸡就会破壳而出。 

二、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求新的精神。 
有批判才有创新。教师在平常的教学中，要训练学生敢于发

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向老师说“不”，敢于向教材说“不”。在一
节语文课中，我板书“微”字时少写了一横，当时我没有注意到。

这时，一个叫龚文辉的学生举手了，我请他起来，他说：“老师，
您写的‘微’字错了。”我一愣，定睛一看，果然错了。再一想，
这正好是训练学生敢于批判的好时机，于是，我没有故意说我是
想考考大家的眼力或者轻描淡写地给它加上一笔就完了。我郑重
其事地对同学们说：“老师今天非常高兴，因为龚文辉同学给老
师指出了一个错误，我非常感谢他及时地让老师改正了错误。”
说完，我还向龚文辉鞠竖了一个大拇指。这时，同学们都鼓起掌
来。从此，我班的学生就渐渐地敢于向老师质疑，敢于向书本质
疑了。 

三、创设教学情境，注重学生求异思维的训练。 
求异思维是创新思维形成的主要形式。教师要善于抓住时

机，创设能激活学生思维的教学情境，鼓励学生发表与众不同的
看法。只要他们说出了充足的理由，我对他们大胆积极的设想都
给予了肯定。创新教育不是冰冷的智力活动，而是火热的情感能
动过程。因而教师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时就要消除代沟，消除师
道尊严，为学生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畅所欲言的良好环境，使学
生创新的种子在心坎上萌发。 

四、大胆挖掘教材空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语文课本中有很多课文都留有一定的空白，或是在结尾，或

是在中间。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空白，调动学生的好奇心理、
求知欲望，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和思想
感情的领悟。学生的创造力往往就在对课文 的 空白大胆想象和
描述中迸发出来。学生总喜欢用自己的思路、方法和意愿去解决
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就应抓住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创
造动机鼓励、启发、诱导学生多问、多质疑，提出课本乃至人类
尚未解决的问题。允许学生“异想天开”，应让学生多角度地思
考，放手让学生自由想象标新立异。敢于打破常规，形成新思想，
树立新方法、新观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对教材内容
的挖掘补充中，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创造能力、感悟能力都得到
了提高。 

总之，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平等对待学生，应想方设
法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表现的机会；要承认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因
材施教，善于捕捉不同层次的学生所取得的进步；通过激励、评
价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点燃学生幼小心灵中创新的火
花；要允许学生犯错误，要发现和催开学生创新的花蕾；要在民
主平等这块创新教育的土壤中不断进行“培土、浇水、施肥”，
为创新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