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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散思维又被成为多向思维，是指大脑在思考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发散思维的培养有助于培养学生多角度观察问题，

全方位分析问题，用不同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进而寻求答案的一种思维能力。而小学作为学生思维发展的初始时期，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发散思维为其今后的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而本文便是基于这一思考，针对如何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而展开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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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是一门思维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其教学的一个目的是培养

学生的思维，然而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却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总是让

学生按部就班的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仅禁锢了学生思维的发展，

更导致了学生对数学学习兴趣的丧失。因此，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师

应该打破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模式，给学生提供发散思维发展的土壤，从

而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健全人格的形成。   

1 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思维模式问题  

在当下的数学课堂教学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避免墨

守成规，不拘泥于以往的教学做法，站在创新创造的角度来加强学生的

思维训练，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当下的小学数学课堂上

存在比较明显的思维问题，即教学中更多的是渗透了集中思维力量。  

在集中思维模式下，学生一般习惯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师的教学方式

来进行数学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也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符合常规思路

的，在解决问题时，学生也往往采取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思考。实际上，

集中思维模式可以帮助学生学好基础的数学知识，但是却很难促进学生

的智力发展，也很难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意识，显然限制了学生创

新创造意识的发展。  

如今社会对人才的创新意识提出的要求非常严格，意味着教师要注

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要关注学生的创新意识。而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能力，显然可以实现这一教学目的。为此，小学数学教师必须要采

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来切实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2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策略  

2.1 基于动手操作的发散思维培养策略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充分发挥动手操作环节的教学活动

对数学教学的促进作用。因此，教师要培养学生在数学学习方面的发散

思维能力，也可以在动手操作环节中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并学会站

在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个人想法。例如在小学数学“正方形和长方形

的周长”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提出以下的探究性问题：“这里有一条铁

丝，它可围成长和宽分别为 8cm 和 6cm 的长方形，那么我们可将其围成

正方形吗？”在这一问题的引导下，教师让学生用简便的材料自主进行

操作，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验证自己的想法，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享。  

有的学生认为只要将这条铁丝拉直之后，将其均分 4 份，然后折成

正方形。有的学生通过教师的问题情境中的数学信息來求出长方形的周

长，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求出正方形的边长。在实际动手操作过

程中，学生根据自己求出的边长来将铁丝折成一个正方形。还有的学生

将长方形的一条长与宽折成正方形的两条边长，因为长方形的一条长与

宽的和就是正方形两条边长的和。在这样的动手操作与问题解决的过程

中，学生充分锻炼了自己的发散思维能力。  

2.2 根据情境图来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  

情境图是一种可辅助课堂教学的有效手段，在小学数学教师开展发

散思维训练教学活动时，教师可利用情境图来达到这一教学目标。比如

在小学数学“乘法”相关知识的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

展示关于书柜、桌椅的情境图，然后为学生创设相应的情境：“学校阅

览室的图书藏量不断上升，于是学校准备添置新的书柜和桌椅，根据多

媒体课件中的情境图，你们可以提出哪些问题？”有的学生提出问题如

下：“买一个图书书柜和一整套桌椅分别需要多少元？”有的学生则提

出这样的问题：“用 800 元来购买书柜与桌椅，那么可以分别买多少书

柜和桌椅？”教师通过这一问题配合情境图来展开教学，可以让学生充

分将自己的思维发散出去，自主提出不同的数学问题，并解决不同的数

学问题，这显然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2.3 通过一题多解来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一题多解就是要求学生在解决某个问题时，要站在多个角度，提出

不同的解决方法。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自身的一题多

解学习能力。尤其是在应用题教学中，教师要加强这方面的发散思维训

练。比如在教材中有这样的一道题目：“若小明每分钟可以打 110 个字，

那么他若是从早上 10 点到 10 点 25 分这个时间段内可以总共打多少个

字？直到10点35分的时候，小明可以完成4000字的这一打字任务吗？”

这两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没有发散性的特点，但是却可以为学生思考

第二个问题打下基础。此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尽可能地提出多种解答方法，

让学生递进式地提高自己的发散思维能力。  

3 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教师在开展思维训练时，要关注学生发散思维

这一能力的培养。教师可在动手操作的教学活动中加强发散思维训练，

也可通过情境图和一题多解训练法来达到相应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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