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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能力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教学实践是培养和发展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它需要长期的坚持和积累，但在

实际教学中，教师对创新能力的理解和教学设计中的体现都不够明显。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思维能力的培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问题

培养学生直觉思维、逻辑思维、发散思维，进而形成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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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数学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是培养和发展学生

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是课改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在二十多年的课堂

教学中，尤其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经过实践积累，已逐步

取得一定的成效，现谈几点教学感受，供大家参考。 

1 更新观念，走出创新误区 

一提到创新教育，往往想到的是脱离教材的活动，如小制作、小发

明等等，或者是借助问题，让学生任意去想去说，说得离奇，便是创新，

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其实，每一个合乎情理的新发现，别出心裁的观察

角度等等都是创新。一个人对于某一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创新性，不在于

这一问题及其解决是否别人提过，而关键在于这一问题及其解决问题对

于这个人来说是否新颖。学生可以创新，也必须有创新的能力。教师完

全能够通过挖掘教材，高效地驾驭教材，把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知识、

新问题引人课堂，与教材内容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再去主动探究。让学

生掌握更多的方法，了解更多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 通过质疑，具备创新思维 

教学中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质疑、解疑，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教师运用有深度的语言，创设情境，激励学生打破自己的

思维定势，从独特的角度提出疑问。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批判性

质疑是创新思维的集中体现，科学的发明与创造正是通过批判性质疑开

始的。让学生敢于对教材上的内容质疑，敢于对教师的讲解质疑，特别

是同学的观点，由于商榷余地较大，更要敢于质疑。能够打破常规，进

行批判性质疑，并且勇于实践和验证，寻求解决的途径，是具有创新意

识的学生必备的素质。培养学生对复杂问题的判断能力，应在课堂教学

中随时体现。设计一些复杂多变的问题，让学生自己的判断来加以解决，

发表具有个性和创意的见解。 

3 打破常规，培养发散思维 

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独立思考，不

断追求新知，分析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课堂上，要打破以问题为起

点，以结论为终点，即“问题——解答——结论”的封闭式过程。例如，

在学习圆周角定理时，可以通过教具移动圆周角顶点的位置，让学生观

察一条弧所对的圆周角和它所对的圆心角的位置关系，通过观察，应当

认识到有些问题的答案不唯一，要分情况进行讨论：当圆心角在圆周角

的一条边上，同一弧所对的圆周角和圆心角有什么关系？可以让学生展

开讨论，要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打破习惯的思维模式，发展思维的求

异性，一题多解、多证，就是很好的体现这种模式。 

4 注重方法，形成思维过程 

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注意当地暴露、再现自己的

思维过程，通过观察、比较、分析、综合等思维方法，展开数学知识的

形成过程，使学生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使他们受到数学思维的训

练和数学思想方法的熏陶，从而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要注意有效地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及时发现学生对数学问

题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弄清他们解题过程中真正的思维障碍，以提

高思维训练的针对性。通过学生的思维过程，使学生认识到：面对一个

新的数学问题时，应如何多角度地分析其条件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

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架起“条件”和“结论”之间的“桥”，当一条

解题思路受阻时，应该如何变换思维角度，进行有效的类比、联想或把

原问题适当变换一下形式，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 

5 勤于动手，鼓励积极创新 

数学实验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的重要手段，可通过算一算、画一画、

量一量、做一做，让学生有所思所想，有所启发。代数问题把字母化成

数试一试，几何问题多画几个图看一看，这比你冥思苦想效果好得多。

如上“轴对称图形”时，组织学生进行折纸实验，学生能折出多种多样

的美丽的轴对称图形，看着自己的作品，学生往往会产生一种喜悦的心

情，富有成就感，进而产生一种求知欲，从而起到激发兴趣的作用。在

讲“勾股定理”时，组织学生用四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进行拼图实验，

学生常常能拼出如课本的两个图形，而这些图形揭示了勾股定理的证明

方法。在讲“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时，组织学生运用圆和直线作相对

运动，通过实验学生能自然地归纳出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及其相关知识，

同时对相应知识的形成过程也有了较深的了解。 

6 展示交流，发挥主体作用 

学生在我们的数学课堂上不应该仅仅是学习活动的接受者，而应该

充分体现主体地位的作用，积极参与到一个新知识的思维过程中，学会

独立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适时的给以启发，教学生如何去动

脑，如何去思考，但不是在教师的思维圈子中顺着教师的思路走。如果

这样，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就会妨碍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削弱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应引发学生开动脑筋，在新旧知识的联结处

想，在知识的疑难处想，在思维干扰处想。对于学生思维的结果，教师

要鼓励学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说出计算的原理，说出概念的形成，

说出公式的推导，说出解题的思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完成的，需要持之以恒。学生能够通过对数学问题的思考、探索，

独立获得结论，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创新。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从这

方面引导学生看，久而久之，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就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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