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摘 要：小学数学教学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小学生要勇于质疑，在质疑中培养创新意识，做到在探究数学

规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并对教学情感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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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要加强素质教育，从而培养学生的能力，促进创

新意识的提高。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必须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一、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用准确、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解，做到深

入浅出，能够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愉悦的状态下学

习，对学习会产生更大的兴趣。另外，教师要不失时机地运用挂图、

实物模型以及多媒体软件等，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这样宽松的学

习环境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及创新欲望。

二、勇于质疑，在质疑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古人曾提出：“学成于思，思贵有疑。”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

题时，是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一种表现，教师要给予鼓励，让学生大

胆提问，教师要树立提出一个问题胜过解决一个问题的观念。教学过

程中，要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再提出质疑，不但可以满足学生的

好奇心，还可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能够在相对宽松、愉快的

氛围中具有勇于质疑的习惯，鼓励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不仅向老师

发问，还可以提出课本中不明白的问题，可以有怀疑一切的态度。做



学问就是要在“无疑之处生疑”。比如，在学习“互质数”时，教师可以

试问学生，哪些数是互质数。然后展开小组讨论，这时的课堂讨论热

烈，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不同的两个质数组成了互质数，还有的说，

两个相邻的自然数组成了互质数，还有的说，1 与所有的自然数组成

了互质数。还有的指出，质数与合数是互质数，合数与合数是互质数。

前面的三种提法没有疑义，对于后两种的说法具有不同意见，大家讨

论激烈，教师进行点拨，举例进行了说明，质数与合数，比如（2 和

9），合数与合数，比如（4 和 15），它们组成了互质数，但也有特殊

之处，有些合数不能组成互质数，比如（12 和 14，16 和 20）等，

只要有不符合的数，就说明这句话是错误的。学生安静下来，停止了

讨论，这时一名学生提出：“一种特殊的情况，可能组成互质数。”大家

也都期待着结果，他胸有成竹地说：“相邻的两个奇数可以组成互质

数。”我没有回答正确与否，只是让学生自己动手，自己求得找出答案。

这种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再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

用。学生的求知与探索知识能力被唤醒的同时，也提高了创新意识。

三、在探究数学规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大多数学生探究中发现问题，然后提出有规律的问题，再结合科

学的实践进行相应的验证。同时，学生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猜测与假想。与此同时，结合实验做好验证，并总结出

数学学习的有效方法。通过这一教学，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不

断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在学习了“长方体与正方体”后，可

以让学生用橡皮泥或者超级黏土等材料做手工制作，进一步认识长方



体与正方体。在了解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把一

个正方体的一个角去掉，还有几个角？”这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动手操

作，在操作实践中得到答案，由于学生的截法不同，所得的答案也不

尽相同，有的说剩下了 10 个角，有的说剩下了 9 个角、8 个角、7

个角等。此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于不同的截法得出规律：当截

面不过顶点，还有 10 个角；当截面经过 1 个顶点时，会剩下 9 个角，

当截面经过 2 个顶点时，还会剩下 8 个角，如果截面要经过 3 个顶点，

这时会剩下 7 个角。假如学生有了亲自动手实践的机会，他们的手脑

协调性就会增强，还会有更多的奇思妙想。所以，教学过程中，教师

在设计问题、学生在动手制作时，要通过探究让学生开动脑筋思考，

在活动方面还要为学生留出“空白”，并为学生的创新提供载体、条件

及“资源”，能够让学生积极探究和创造，从而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培

养。

四、教师教学情感的创新

1.良好师生关系的创设

创新性教学提出，高水平的教学模式离不开民主、平等及和谐的

师生关系。教学民主是师生双方的民主，没有民主的教师总是满堂灌、

一言堂，要提倡多名学生共同参与的主张。特别要对小学生实行民主，

让小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因为他们的思维具有新意，有利于培养他们

的创新精神。

2.和谐教学气氛的创设

创新数学教学提出，要为小学生创设宽松与和谐的学习气氛，主



要是激发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种过于紧张的课堂会对学生的思

维起抑制作用，如果能够让课堂教学更有生机与活力，还要点燃师生

们的创造火花，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总之，创新就是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的过程。教学过程中，教师

还要为学生提供时空条件，配以合适的材料动手操作，为学生创设氛

围，动手实践与发现，再进行讨论与思考，让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

能力得以加强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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