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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的兴旺靠创新，民族的昌盛靠创新，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创新。加强创新教育，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研

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作为教育主体的主导作用，以及学生作为

主体的能动作用。通过构建班集体激励机制，大力弘扬学生的主体精神，以此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品质，

推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文章将分析小学班级管理的现状以及班级管理中培养小学生创造力的价值，最

后提出班级管理中小学生创造力培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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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depends on innovation, the prosperity of a nation depends on innova-
tion, and moderniz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innovative educa-
tion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curr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class management, the class teacher 
needs to give full play to his leading role as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 and the active role of stu-
dents as the main body. By constructing a class coll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students’ subjective 
spirit is vigorously promoted,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eative quality and promote student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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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lass manage-
ment and the value of cultivat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reativity in class management. Finally, 
it will put forward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reativity in cla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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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培养创造型人才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制高点”。对于“创造型人才”的定义，不能仅仅局限于知

识技能层面，也要重视思想品德的塑造[1]。作为一线教育的工作者——行为示范的班主任老师，要想让

学生成长为真正的创造型人才，就必须在日常班级管理工作中对学生进行创造力的培养。创造力通常被

理解为个人或团体基于已有知识和经验，通过独特思考与实践，产生新颖且有价值的物质或精神产品的

能力。在解决问题时表现为敏感性与流畅性、信息收集、观察、探究性思维、创新方法与评价、操作技能

等方面的能力。在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力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一个民族发展潜力

以及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培养小学生的创造力，不仅有助于促进他们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对社会的

持续创新和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2]。 

2. 小学班级管理现状分析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小学班级管理是教育工作的关键构成部分。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

的教育工作者开始重视小学生创造力的培养[3]。英国教育心理学家傅莱尔等人对英国 57 所大中小学的

1028 名教师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教师都认为创造力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的。然而，在小学班级

管理的实践中，培养小学生创造力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2.1. 缺乏创新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 

当前，部分小学班级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知识传授为主，缺乏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在教学

内容方面，通常局限于教材和大纲，缺乏与生活实际、社会热点以及其他学科的联系与融合。同时，评

价体系也主要以分数为导向，难以全面评价学生的创造力。教师在评价学生后，反馈的内容往往比较笼

统，缺乏具体的改进建议，不能及时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这种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限制了

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影响了他们创造力的提升。 

2.2. 缺乏先进有效的班级管理观念 

当前，部分小学班级管理仍采用传统的“纪律严明”模式，强调服从和遵守规则。这种过于强调纪律

和服从的管理模式极大地阻碍了学生个性的舒展以及创造力的培养。此外，一些班主任对班级管理的理解

浮于表面，缺乏先进有效的管理策略和方法，导致班级秩序陷入混乱，学生的创造潜力难以得到有效激发。 

2.3. 缺乏创新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培训 

开展创新教育需要有相应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培训的支持。然而，一些地区和学校受地域、经济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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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制，缺乏相关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培训，部分教师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这些都导致创新教育难以有效实施，因而限制了小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 

2.4. 缺乏宽松和谐的班级氛围 

班级氛围同样也是影响学生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一些小学班级中，班主任的管理方式

过于严格或者同学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这就容易导致班级氛围紧张，学生缺乏自由发挥和创新的空间。

如班级组织的活动形式单调，总是举行一些传统的班会，内容多是强调纪律和学习，形式就是教师讲、

学生听，学生的参与度不高。在学生群体中形成了一些小团体，几个兴趣爱好相同的学生经常在一起玩

耍，从而排斥其他同学，破坏了班级的整体团结。这样的班级氛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3. 班级管理中小学生创造力培养的价值 

3.1.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各行各业都在追求创新和突破，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愈发急切[4]。在班

级管理中着力培养小学生的创造力，能够帮助他们具备更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从而更从容地适应未来

社会的发展需求。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也能够更快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能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

灵活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类学生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才可能成为

未来的领导者、创新者和问题解决者，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3.2. 提升个人综合素质 

创造力作为个体综合素质的关键构成，对小学生的成长有着非凡的意义。培养小学生的创造力，有

助于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与想象力，增强解决问题的本领，全方位促进其发展。这不仅能在学业上帮助

他们提升成绩，还能够积极推动他们在社交、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实现综合素养的全面提

升。通过班级管理中的创造力培养，小学生可以更好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3.3. 增强学习兴趣和动力 

在班级管理中，通过引入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活动，可以激发小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使他们

对学习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当班级鼓励创新思维时，学生就能够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尝试用不同的方

法解决问题。以数学课为例，教师在讲解几何问题时，鼓励学生尝试多种解法，有的学生可能会通过图

形变换的方式，有的学生则可能会运用代数方法来解决。学生在探索不同解法的过程中，就能体会到创

新带来的成就感，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这样创新性的学习体验不仅能够提高小学生的学

习效率，还能够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3.4.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在班级管理中，借助组织小组活动、团队项目等方式，能够很好地培养小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协

作能力。与此同时，在班级中营造的创新氛围可以鼓励小学生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共同提高创造力水

平[5]。这样构建起来的班级文化不但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大有裨益，而且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班级氛围，

增强班级的集体凝聚力。 

4. 班级管理中小学生创造力培养的路径 

4.1. 转变班级管理理念 

传统教育和创新教育，因其在社会需求认知以及对受教育者理解上的不同，致使二者在班级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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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方面大相径庭[6]。一是在教育目标上，传统教育极为注重行动的一致性，学生的校园生活基本围绕遵

守纪律展开，这就使得管住学生成为了班级管理的主要任务。与之不同的是，创新教育的目标在于挖掘

学生的创造性潜能，重点培养他们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推动学生实现自我发展，引导学生朝着

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行。二是在管理方法上，传统教育强调行动的统一以及对纪律的遵守，其核心任务是

管住学生，让学生服从教师的指令。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的思维与行动始终被教育者掌控，整齐划一

成了衡量学生表现的唯一标准。然而，创新教育更看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其主要任务是引导学

生成长，帮助学生挖掘自身潜能，同时让学生在接受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学会管理与自我管理。三是在

教育评价上，传统教育的评价标准是“唯师是从”，学生就像练兵场上待命的战士，时刻等着听从命令。

学生表现的好坏，取决于是否听话，以及“执行命令”的速度和精准度。而创新教育把学生当作主体，

将学生看作是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由于教育对象的起点和基础各不相同，创新教育的要求也因

人而异，评价机制就与传统教育差别较大。创新教育的评价还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主动性，鼓励学生自我

评价和反思，以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和提升。 
创新教育是一种与传统教育差异显著的全新教育模式。只有深入理解创新教育的理念，精准把握其

内涵，我们才能在班级管理中，正确引导教育行为，切实将创新教育落到实处 。 

4.2. 以人为本，培养独立自主精神 

“以人为本，一切为了学生”，这是新课程理念着重强调的核心内容，它明确要求学生管理要实现

人性化。班级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群体的一般特征，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成员间在感情上相互依赖、

思想上彼此影响，并且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正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言：“最好的教育是教学生自己做自

己的先生。”反观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往往存在着重“事”轻“人”的问题，一切以“事”为根本出

发点，充斥着教师强制管理的弊病。这种班级管理是让学生服从于“事”，顺应于“活动”，把原本充满

自主性与活力的个体，僵化为依照“号令”机械行动的工具。“听命”与“顺从”成为学生在班级管理

中的常态，这就使得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束缚，难以充分展现，学生各自独特的个性特点也

被掩盖，如此一来，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个性品质自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若要培养学生创造性

的个性品质，就务必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班级管理，让学生真正成为班级管理

的主人。众所周知，一个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的人，绝不可能具备创造性的个性品质。所以，在班级管理

工作中关键是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品格。 
在某小学的一年级班级中，班主任王老师注重以人为本，致力于培养小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她深

知，小学生正处于个性形成和自主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她设计了一系列班级管理策略，以培养

学生的自主性和责任感。王老师常常鼓励学生参与班级规则的制定。开学之初，她就组织了班会让学生

们共同讨论和制定班级规则。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形成的规则不仅符合大多

数学生的意愿，也让他们更加明白规则的重要性，从而更愿意自觉遵守。其次，王老师实行了“值日生

制度”。每天由一名学生担任值日生，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如整理课桌、擦黑板、维护班级卫生等。这

一制度不仅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也让他们学会了如何承担责任和如何与他人合作。此外，

王老师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主动提问、发表观点，并逐步引导

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同时，她还与家长合作，鼓励家长在家中为孩子创造一个自主学习的环

境，让孩子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班级文化建设方面，王老师倡导“尊重、包容、合作、创新”的

班级精神。她经常组织各种班级活动，如团队游戏、角色扮演、主题演讲等，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

协作能力。同时，她还鼓励学生在活动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创意，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自信心。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这个班的学生们变得更加独立自主、自信、开朗。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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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承担责任，还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逐渐形成了

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和生活态度，这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案例充分展示

了“以人为本”的班级管理策略，通过让学生参与规则制定、实行值日生制度、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以及

倡导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等措施，班主任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从而促进他们的全

面发展。 

4.3. 激发兴趣，培养学生个性能力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各自拥有独特的特长、兴趣以及无限的潜力。因此，班主任在管理

学生的过程中，务必要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所在，继而运用个性化的班级管理策略帮助学生将自身

的能力充分展现出来。拿某校的李老师来说，她就极为注重对学生的了解。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真

诚平等的交流，李老师深入洞悉了班上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她发现，小明擅于绘画、小丽擅长舞蹈、小

强则对科学实验充满了热情。基于此，李老师为每个学生制定了个性化的学习计划，鼓励他们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特长进行深度学习和发展。在班级活动中，李老师也充分考虑到激发学生的兴趣，组织各种形

式的课外活动和兴趣小组，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兴趣特长。班主任的职责远不只帮助学生展示才能

这么简单，还得进一步挖掘、激发学生的兴趣。对于教育要求中那些学生原本不感兴趣，却又必须掌握

的知识内容，班主任要巧妙引导，让学生逐渐从不感兴趣转变为有兴趣。引导学生培养个性才能，助力

他们在众多生活路径中，找到那条最能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的道路，这便是班主任肩负的重要职责。 

4.4. 构建开放课堂氛围 

创新教育并非竞争性的教育模式，而是强调合作的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以师

生间的良好合作为根基，致力于持续优化教育环境的民主型教育类型[7]。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明确要求，

教师要有民主平等的行事风格，秉持平等、宽容、友善的态度，以引导者的心态对待学生，让学生得身

心能够自由地表现和舒展。教师还需引导学生学会质疑，因为提出疑问往往就是创造的开始。引导学生

质疑，既能培育学生尊重教师的品德，又能培养学生不盲目迷信教师、敢想敢说的创造精神与批判精神，

帮助他们成长为创造型、开拓型人才。 
要达成这一目标，教师在班级管理中可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鼓励学生对班级管理提出疑问，以此

激活学生对生活的热情和潜藏的内在能量。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求异思维不循常规，追求变

异，从多个角度探寻答案，其本质特征便是独创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求异思维堪称所有创造的源头。

三是激励学生勇于突破“常规”，大胆标“新”立“异”，敢于运用前所未有的办法去解决所面临的问

题。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让他们的创新意识得以升华。 
在某小学的一个班级里，班主任张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提问和质疑能力。她深知，一个敢于提

问和质疑的学生，往往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知识，也更有创新精神。因此，张老师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来鼓励学生提问和质疑。首先，张老师在课堂上全力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让学生毫无顾虑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心中的疑问。她经常告诉学生：“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只有不断提问，我

们才能不断进步。”同时，张老师还积极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提问、展开讨论，让他们在交流中碰撞出思

维的火花。其次，张老师设立了一个“每日一问”的环节，每天留出一段时间让学生提出自己在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或困惑。对于每个学生提出的问题，张老师都会认真倾听，并给予耐心的解答和引导。对于

一些有深度、有启发性的问题，张老师还会组织全班学生进行讨论，共同寻找答案。此外，张老师还鼓

励学生大胆质疑教材以及老师的讲解内容。她告诉学生，教材和老师并不是绝对的权威，他们的知识和

观点也有可能存在不足或错误。学生在学习时，敢于质疑、勇于挑战，才能真正把知识学扎实，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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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身能力。在张老师的不懈鼓励下，这个班级的学生渐渐养成了提问和质疑的好习惯。他们不再甘愿

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积极地思考、探索。这样的良好氛围，不但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效，还成

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精神与批判性思维。张老师的做法充分展示了构建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

的提问和质疑精神，从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5. 结语 

对于班级管理工作而言，培养小学生的创造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通过转变班级管理理

念、构建开放课堂氛围、以人为本，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激发学生兴趣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学生

的创造力水平。未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求，班级管理中小学生创造力的

培养将越来越受到重视。期待通过家校合作、教育创新等路径，共同推动小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为国家

和民族的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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