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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培育学生创新思维实践研究

张添玉
海原县第三小学Ǔ宁夏Ǔ中卫Ǔ755299

摘Ȟ要：本研究聚焦小学数学课堂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实践。阐述了培育创新思维在学生个人能力发展、学

科学习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分析了小学数学与创新思维的内在联系，指出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详细介绍了

在乘法口诀、加减乘除运算及几何体计算中培养创新思维的实践方法，包括多样化记忆、口诀拓展、运算规律自主

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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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当今社会，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小学数学

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培育学生创新思

维的重任。然而，传统教学方法存在诸多不足，难以满

足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需求。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

效培育学生创新思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小学数学课堂培育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性

小学数学课堂培育学生创新思维意义重大。对学生

个人能力发展而言，创新思维能提升学习主动性，促使

学生在学习图形认识等知识时主动探索，积极获取知

识；还能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面对数学及生活中的问

题可从多角度思考、用多种方法解决，受益终身；更能

激发潜能与创造力，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对学科学习

来说，创新思维有助于学生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深化对

数学知识的理解，如通过实践活动理解分数概念；同时

也能为数学学科发展注入新活力，虽小学生创新成果较

小，但创新意识和思维方式影响深远。从社会发展角度

看，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社会需求，小学数学课堂承担此

重任，为社会输送创新人才，推动进步；且能让学生适

应社会变革，在信息时代具备更强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2��小学数学与创新思维的内在联系

小学数学与创新思维存在着紧密且相互促进的内在

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知识基础与思维启发
（1）数学知识是创新思维的素材：小学数学中的基

础概念、定理、公式等知识，为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提

供了基本素材。例如，学生在学习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这一定理后，可能会思考如何利用这一定理去推导
多边形的内角和。这种从已学知识出发，进行进一步探

索和推理的过程，就是创新思维的体现。而且，丰富的

数学知识储备能够让学生在面对问题时有更多的思考方

向和解决途径。（2）知识的学习过程培养思维能力：小

学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有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比如，在学习分数的加减法时，学生需要先理解分数的

意义，然后通过实际的操作（如折纸、分物等）来探索

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观察、分

析、归纳等思维能力得到锻炼，为创新思维的发展打下

基础。

2.2  思维方式的相互促进
（1）小学数学强调逻辑思维的培养，学生需要通过

严谨的推理和论证来解决问题。这种逻辑思维能力是创

新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生具备了良好的逻辑思维

能力后，他们在面对新的问题时，能够更加有条理地进

行分析和思考，从而更容易产生创新的想法。例如，在

解决数学应用题时，学生需要根据已知条件进行逻辑推

理，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

会发现一些新的解题思路或方法，这就是创新思维的体

现。（2）创新思维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小
学数学知识。具有创新思维的学生，不会满足于常规的

解题方法，他们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

对数学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在学习图形的面积计

算时，创新思维强的学生可能会想到用多种方法来计算

同一个图形的面积，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对面积公式的理

解，还能发现不同图形之间的内在联系[1]。

2.3  问题解决中的协同作用
（1）小学数学中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需

要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是

一个个“触发器”，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例如，

在解决一些复杂的数学问题时，学生可能需要打破常

规，运用创新的方法来找到答案。这种在解决问题过程

中不断探索和尝试的过程，就是创新思维的培养过程。

（2）创新思维能够让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更加灵活和
高效。具有创新思维的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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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找到问题的本质，从而选择最合适的解题方法。

而且，他们还能够将所学的数学知识进行整合和运用，

解决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在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时，学生需要将数学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创新

思维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3��对小学生数学教学中可能存在的状况

（1）部分教师受传统教学观念影响，在课堂上以讲
授法为主，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例如，很少组织小

组讨论、数学实验等活动，导致课堂氛围沉闷，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像在讲解几何图形时，只是单纯地依靠

书本上的图片和教师的口头讲解，学生缺乏动手操作和

直观感受的机会，难以深入理解图形的特征和性质。这

种单一的教学方法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限制

了学生思维的拓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2）每个学生
的学习能力、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都存在差异，但有些

教师在教学中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对所有学生

提出相同的学习要求和教学进度。这就使得学习能力较

强的学生“吃不饱”，他们的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而

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则“吃不透”，逐渐跟不上教学进

度，产生学习困难和挫折感，进而失去对数学学习的兴

趣和信心。（3）教材是教学的重要依据，但部分教师对
教材的理解存在偏差。有些教师过于依赖教材，将教材

内容照本宣科地传授给学生，缺乏对教材的深入挖掘和

拓展；而有些教师则没有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和难点，

在教学中出现主次不分的情况。比如在一些概念的教学

中，教师没有引导学生充分理解概念的本质，而是让学

生死记硬背，导致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出现错误。

4��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对其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实

践和研究

4.1  在学习乘法口诀时的能力培养
4.1.1  多样化记忆方法激发创新意识
传统的乘法口诀教学可能就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但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

来理解和记忆乘法口诀。比如在课堂上组织小组竞赛，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想出独特的记忆口诀的方法。有的

小组可能会根据乘法口诀的规律，发现几的乘法口诀结

果的个位数字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循环，如2的乘法口诀结
果个位是2、4、6、8、0这样循环，通过这种规律来辅助
记忆。还有的小组可能会将乘法口诀与生活中的实际场

景联系起来，比如一个小朋友每天吃2个苹果，那么一周
吃的苹果数就是2×7 = 14个，通过这样的生活实例来加深
对乘法口诀的理解和记忆。这种小组竞赛的方式不仅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让他

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4.1.2  口诀拓展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在学生熟练掌握基本的乘法口诀后，可以引导学生

进行口诀的拓展。比如，让学生思考如果乘数不是整

数，该如何运用乘法口诀来快速计算。例如，计算1.5×6
时，可以先将1.5分解为1+0.5，然后根据乘法分配律，得
到1×6+0.5×6 = 6+3 = 9。通过这样的拓展练习，让学生明
白乘法口诀不仅仅适用于整数的乘法运算，还可以通过

灵活的转化应用到其他类型的计算中，培养学生思维的

灵活性和创新性。

4.1.3  故事创作加深口诀理解
鼓励学生根据乘法口诀的内容创作故事，这也是

培养创新思维的一种有效方式。比如，学生可以根据

“二五一十”这句口诀，创作一个小动物们分食物的故

事：有5只小兔子，每只小兔子分到2根胡萝卜，那么总
共的胡萝卜数就是2×5 = 10根。通过故事创作，学生不仅
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乘法口诀的含义，还能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故

事，提高学习的效果。

4.2  在学习加减乘除运算中的新方法
4.2.1  运算规律的自主探索
在加减乘除运算的教学中，教师不要急于将运算规

则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去发现规

律。例如，在学习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时，教师可

以给出一些具体的算式，如2+3 = 3+2、（4+5）+6 = 4+
（5+6）等，让学生自己计算并观察算式的特点，然后引
导他们总结出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在学习乘法的运

算规律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让学生通过对具体算

式的计算和观察，自主发现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

律[2]。这种自主探索的过程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

析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4.2.2  简便运算方法的创新
除了掌握基本的运算规则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

探索简便运算的方法。例如，在计算25×32时，传统的方
法是按照运算顺序直接计算，但如果引导学生将32分解
为4×8，那么原式就可以转化为25×4×8 = 100×8 = 800，
这样的计算就更加简便快捷。在减法运算中，也可以引

导学生发现一些简便的方法，如78-29-11 = 78-（29+11）
= 78-40 = 38。通过这些简便运算方法的探索和学习，学
生能够学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运算的效率和准确

性，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

4.2.3  实际问题情境中的运算思维培养
将加减乘除运算与实际问题情境相结合，让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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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运算思维和创新能力。例

如，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学校组织学生去春

游，有3辆大巴车，每辆大巴车可以坐45人，另外还有15
名学生乘坐小汽车，那么这次春游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参

加？”学生需要根据题目中的信息，选择合适的运算方

法来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要掌握运算技

能，还要学会分析问题、提取关键信息，从而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实际问题情境教学，能够让学

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提高他们运用数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

和实践能力。

4.3  在学习几何体的周长、面积、体积的计算中的创
新思路

4.3.1  动手操作培养空间观念
在学习几何体的周长、面积、体积时，动手操作是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学习长方形的

周长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用纸条或绳子围成一个长方

形，然后通过测量纸条或绳子的长度来计算长方形的周

长。在学习三角形的面积时，让学生用两个完全一样的

三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通过观察和分析平行四边

形与三角形的关系，推导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在学习

长方体的体积时，让学生用积木或小正方体搭建长方

体，通过数小正方体的个数来理解长方体的体积计算方

法。通过这些动手操作的活动，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理

解几何体的特征和相关的计算公式，培养他们的空间观

念和动手能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维。

4.3.2  图形的分割与组合
引导学生对图形进行分割与组合，是培养创新思维

的有效方法。例如，在学习正方形的面积时，可以让学

生将一个正方形分割成两个三角形或四个小正方形，然

后通过计算三角形或小正方形的面积来推导出正方形的

面积公式。在学习组合图形的面积时，可以让学生将组

合图形分割成几个简单的图形，分别计算这些简单图形

的面积，再将它们的面积相加得到组合图形的面积。或者

让学生将几个简单的图形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图形，通过计

算简单图形的面积和来推导出复杂图形的面积。这种图形

的分割与组合的方法，能够让学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3.3  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与拓展
将几何体的周长、面积、体积的计算与实际生活中

的问题相结合，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例如，让学生计算教室的地面面

积、墙壁的面积需要多少涂料；计算一个游泳池的容积

需要多少水；计算一个圆柱形水桶的表面积和体积等。

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

到实际生活中，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3]。教师

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拓展和延伸，

例如让学生思考如何在给定的材料下制作出最大容积的

容器，这样的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培养他们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结束语：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在小学数学课堂中

培育学生创新思维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实践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创

新思维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

实践。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教学方法创新，注重学生个

体差异，深入挖掘教材潜力，为学生创造更加有利于创

新思维发展的教学环境，推动小学数学教育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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