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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创新能力的培养要从儿童抓起，从小学教

育抓起。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对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主要讨论

如何在小学数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及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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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a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is crucial for the na-
ti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should start from children and primary education. Mathe-
matics, a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al science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article will mainly discuss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
tive ability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th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noted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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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当今世界而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哪个国家掌握了更多更新的科学技术，哪个国家就占据

了发展的主导地位。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弯道超车”，就必须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拥有高质

量、多数量的创新型人才。归根结底，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国家发展最终的动力源泉。创新能力的培养

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必须有体系、有规划地久久为功。小学阶段是学生打基础的阶

段，也是创新能力萌芽的阶段，必须在这个阶段就开始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

基础，从小学阶段开始就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小学数学的教育，不但要为学生后续阶段的学习夯

实基础，也要利用小学数学的教育过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其实我国新课标也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

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给学生传授数学知识，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1]。 

2. 小学数学教育中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小学生如同一张白纸，一切在他们眼里都充满了新鲜感。这个阶段的学生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有着

强烈的好奇心。这就如同一年中的春天，是最适合播种的季节。这个时候在他们心中播下创新的种子，

然后精心地浇水、松土、施肥，这颗种子就能生根发芽，破土而出，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长成幼苗，进而

抽枝、散叶、开花、结果。一颗颗创新的种子长成一颗颗创新的参天大树，开出创新的璀璨花朵。整个民

族就成了一片片创新的大森林，开满了漫山遍野的创新之花。 
小学数学的内容虽然相对简单，但对学生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也有相当程度的要求。而独立思考

能力、想象能力本身就是创新能力的要求，是创新能力的应有之义。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空

间想象的能力，是学不好数学的。在这层意义上看，创新能力是学好小学数学的必然要求。学生在数学

学习中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锻炼了思维力、想象力，逐渐取得一些小的创新成果。随着知识的不断

积累，经验的不断增加，创新能力就会不断增强，最后才能取得更大的创新成果。 
一言以蔽之，小学是创新能力的萌芽阶段、基础阶段，小学数学的学习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着很

重要的作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2] [3]。 

3. 小学数学教育中创新能力培养的具体策略 

3.1. 创新课堂教学形式，采用探究式教学 

传统的小学教育观总是认为小学生年龄小、掌握的知识少、尚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故在教育中多

采用以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须知，这可能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弊就有

利。上述特点固然可以被视为小学生的缺点，也恰恰是适宜创新能力培养的优点。因为年龄小、知识少、

思考能力缺乏，所有恰是适合开发的时机。因为这些特点，小学生的思想更无拘无束，思维方式更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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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行空，常有异于成人的奇思妙想。倘能在此阶段激发出其思考的潜能，助其养成思考的习惯，必将大

大有利于其未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小学数学教育必须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概括地说，就

是要采用探究式教学，摒弃一味讲授的灌输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法(Inquiry-based Learning, IBL)的早期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方法，苏格拉底

方法的典型体现是其学生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该书以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记录了苏格拉底的哲学

思想，苏格拉底在教学中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引导学生思考的。后来的卢梭、杜威、蒙台梭利、布鲁纳、施

瓦布、皮亚杰等教育家相继发展了探究式讲学法，强调通过引导、提问、探索和发现来构建知识，在构

建知识的过程中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 
具体到教学上，教师可以采用看视频、听音乐、讲故事、猜谜语等多种多样创设情境的形式引出学

生感兴趣的问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自然地引导学生思考。例如，在圆的周长的学习中，可以利用当

下火爆的《哪吒 2》创设问题：哪吒的乾坤圈直径为 0.3 米，周长为多少？提出问题之后，教师要发挥引

导作用，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要拘泥于答案的正确与否，而是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可以将学

生们按照观点的不同进行分组，通过辩论等方式进行观点的交锋，在辩论中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

果，在辩论中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集体合作能力，养成热爱思考、努力探索、积极合作的习惯。即便

是学生的想法有不合理之处，教师也不要急于否定，可以启发学生进一步探索，更深入地挖掘讨论的内

容。最后，教师再进行适当的总结，对刚才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并对学生们讨论中的亮点和闪光点

给予鼓励[4]-[6]。 

3.2. 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性 

古语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要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也必须顺应自己的特点。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特长，要充分挖掘每个个性的差异，发挥他们的特长，且忌采用千篇一律的教学方式。要顺

应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对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倘

若能尊重学生的兴趣特点，采取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

进步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 
具体到实际的教学上，可以采取分层教学法，根据学生数学能力的高低，划分基础层、提高层、拓

展层，设计不同难度的教学内容和作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根据

其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例如，针对数学能力强的学生，可以补充一些课本之外的数学知识。学生

较多的情况下，可以将学生分组，针对不同的组制定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在教学方法上，可以灵活多样，

采用游戏化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针对不同的学生，提供个性化

的反馈和评价。对不同学生的作业和考试表现，提供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在评价学生方面，不要只注重

学习，也不要采用教师的单一化评价，要多维度、多方式评价。另外，还可以采用兴趣化导向、灵活化教

育资源，甚至个别辅导的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实现因材施教[7] [8]。 

3.3. 举一反三，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力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举

一反三的重要性。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由此知彼、触类旁通，要打开思路、展开想象，唯此，才能有所

创新。学习时僵硬呆板、拘泥成务，不但有违学习之旨，对创新能力的养成更是一大阻碍。很多伟大的

发明创新都是举一反三和大胆想象的结果，如莱特兄弟见鸟类飞行而发明了飞行器，罗伯特·沃森–瓦

特受蝙蝠飞行超声波原理的启发而发明了雷达等。 
具体到实际的教学上，可以设计多解的题目，鼓励学生通过不同思路、采用不同解法解答问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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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计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例如“给你 20 元钱买文具，有哪些组合？”，激发学生的思维。在教学上，

进行类比引导。通过已学知识引导新知识，例如，从长方形的面积引导到平行四边形、梯形、三角形的

面积等。讲解完一种方法后，鼓励学生思考，该方法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在教学中，营造宽松氛围，鼓励

学生主动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敢于怀疑，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尝试用新思路思考问题，用新方法解决问

题。在教学中，注重反思与总结。解决完问题后，引导学生回顾解题过程，总结规律，思考是否还有其他

方法。通过这些策略，教师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力，帮助他们在数学学习中做到举

一反三[9] [10]。 

3.4. 创新作业设计，作业布置要突出开放性和实践性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教学效果的基础环节，是家校交

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教师教得好不好，学生掌握得到位不到位，都可以从作业中发现端倪。不管是

作为教的教师一方，还是作为学的学生一方，都必须将作业的布置与完成置于一个很重要的高度上。语

云，“实践出真知”。作业就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渠道。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学生需要

思考，需要运用所学知识去解答问题，这个过程可以训练学生逻辑推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按时

按质按量地完成作业，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习的兴

趣和能力。 
具体到作业的设置上，可以多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因为开放性的问题没有固定答案，可以让学

生从不同角度思考，培养创新思维。例如，“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 20 厘米，它的长和宽可能是多少？你

能列出所有可能的情况吗？”学生可以尝试不同的长和宽组合，理解周长与长宽的关系。除了开放性问

题，还应该多设计实践性作业，帮助学生理解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增强实践能力。例如，让学生设计

一个校园地图，标出教室、操场、图书馆的位置，并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在作业布置上，还可以结合其

他学科，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创新思维。例如，让学生设计一个迷宫，用坐标表示点的形式给出走出迷

宫的路径，并以小动物讲故事的口吻叙述出来[11] [12]。 

4. 小学数学教育中创新能力培养需注意的问题 

在小学数学教育中融入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但也需要注意一些潜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

的解决方法。过度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可能导致学生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殊不知无论做什么事情，

基础都是最重要的，创新同样不例外。创新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是不

可能做到高质量创新的。所以，在注重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中，一定要平衡好基础与创新的关系。在培

养创新能力的同时，确保学生掌握基本的数学概念和技能。可以通过分层作业设计，既包含基础练习，

也包含开放性任务，确保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创新。部分学生可能因为能力或兴趣不足，

难以参与创新活动，导致两极分化。为此，可以进行差异化教学，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不同难度的任务，

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挑战。教师也可能缺乏设计开放性问题和引导学生创新的经验，导致效

果不佳。为此，可以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帮助他们掌握设计开放性问题和引导学生创新的方法。在小

学数学教育中培养创新能力时，需要注意平衡基础与创新、关注学生参与度、提升教师指导能力等。通

过采取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潜在问题，确保创新能力培养的顺利实施，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13]。 

5. 结语 

创新能力事关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而少年儿童是

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从娃娃抓起。所以，在小学数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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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我们必须要融入对创新能力和创新习惯的培养，同时积极应对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少年

儿童的创新教育工作做好了，才能为将来储备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为了

做好这项工作，让我们携手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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