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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生的创造思维指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只要经过独立思考，在教师讲授或自己学习的基础上有新的理解，以至于独到的见

解；只要能发现新的解题方法和学习方法，只要能运用已有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且具有新颖性、独特性……均属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如营造良好氛围、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引导学生勇于探索、激活创造性思维，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培

养思维的发散性；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创新的机会；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的集体创新意识；探索解决问题的多种策略以及培养兴趣、

为学生提供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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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是思维的灵魂。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训练小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有着深远的意义。小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

他们的创新意识，提高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使之具有终身可持续发

展的力量源泉。那么，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呢？ 

1 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逐步让学生敢于打破常规，

不拘泥于平时的思维方式，对数学知识进行反向思维，从而让学生对具

体的数学知识形成创造性学习习惯。在小学生这个年龄阶段，正处于对

事物进行好奇和质疑的时期，通过具体的质疑提问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 

例如：比如，在教学“乘法估算”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例题是对 19

×52 进行相应的估算。计算这个题是将题目看着是 20×50 进行相应的

估算。学生对这个问题产生相应的质疑：将 52 看成整数 50，这时也可

以通过 19 乘以 50 进行计算，但是在进行估算的时候为何要将 52 看成

50，同时将 19 看成 20 进行估算呢？当学生提出这个问题知识，学生立

马进行不同层次的讨论。有学生认为，通过整数进行估算，这样比较方

便，同时可以有效进行准确值。而有的学生认为，通过一个数是整数进

行估算就可以了，如果将两者都弄成整数会导致错误的出现，在实际生

活中进行估算，没必要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只要接近就可以完成任务。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进行质疑提问，会让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得到 大程度的满足，同时可以让学生在不断的讨论过程中培养起创造

性思维习惯，从而对具体的数学知识进行有效的学习。 

2 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对相应的数学问题进行多角度思

考，从而有效对学生的求异思维以及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进行充分的

培养，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可以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思维习惯。从数学

问题来讲，也许答案只有一个，但是解题的途径并不是唯一的。因此，

针对一个题目，要充分引导学生找寻常规解题之外的其他方法，当学生

对这些解题方式进行讨论、归纳和总结之后，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学

思考能力。教材中一些数学题目表面上来看是比较普通的，不少教师引

导学生将这类题目完成之后就开始大量的题目训练进行巩固，希望从较

多的题型中提升学生的数学知识学习能力。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够科学

的，显得比较枯燥，同时增大了学生的作业负担。 

3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好奇儿童与生俱来的天性，是创新的来源与动力，然而好奇心会随

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而呈递减趋势，只有创造性人才的好奇心才能长久

保持，在小学时学生们的好奇心是很强烈的，这种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

望是学生们珍贵的创新性心理品质之一.对孩子们的好奇心，我们应给予

培养和爱护。 

在培养学生好奇心方面，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小学生的好奇

心很强，教师们可以引导其对好奇的事物加强观察。比如在“平面图形

的认识”一课中，我引导学生通过自己观察对比周围的桌椅，黑板，窗

戶等，得出事物的形态与特征，比较之间的区别。然后让学生们说说平

时生活中观察到的平面图形，通过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激起学生的好奇

心，让学生们认识到数学知识与生活的联系，从而培养起学生们在学习

和日常生活中多观察的良好习惯。 

4 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习惯，就要借助一次次的实

践活动，而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能对学生的实践活动进行较多的干

涉或者過早的评价。借助于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习惯，就是

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进行强化训练。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

重学生参与实践活动，从而对具体的知识进行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创新

能力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很多教师总是怕学生

在分析中出错，总是较多地讲解具体的教学步骤，或者通过自己的思维

进行引导，没有给学生留下较多的思考空间，学生在教师预设的教学步

骤中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多给学生留下空

间，或者为学生创设一些容易犯错的机会，学生通过不同层次的探索，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数学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 

总之，培养学生的学习思维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们调动多种感官

参与到学习生活当中，做到适合，适度的自然结合。在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过程中要善于捕捉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亮点，通过相应的教学策略，创

设科学、合理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导学生积极主动

参与到具体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 大程度培养学生的学习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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