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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lity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y. In the curr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mathematic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y are also 
very high.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quality education, teachers must be able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improve their 
innovative ability, and solv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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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教育着重于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目前中国的中学教育中，数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学生的
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要求也很高。为了满足素质教育的需求，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行培养，提高其创新能力，并
对目前在中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项问题进行解决，从而提高数学教学效率与人才培养质量。论文以初中数学教学为核
心，探讨中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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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很快，人才的需求逐渐

增大，可以说现阶段人才是各领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为了满足人才供应需求，需要从人

才的基础教育阶段入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创新能力，

确保学生们在走向社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发展。在初中的教

学中，数学学科十分重要，是能有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

新能力的主要学科，所以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在初中数学中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的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前提

2.1 改变学生对数学的错误看法

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大多都与小学数学教学有着很大的

差异，这也导致很多学生在升上初中之后产生对学习的障碍，

并且数学课程难度的加大使学生们开始对数学失去兴趣，甚

至一看到数学就厌烦的心理。因为数学在初中阶段的重要性，

以及数学在初中总成绩中的占比很大，所以很多初中生会因

为对数学失去兴趣而导致总成绩无法提高。现阶段，为了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需要对其观念进行改变。教

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去学习，减轻其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压力，

并且鼓励学生们能去积极研讨数学。当然，要改变学生对数

学的错误看法就必须要教师、学生和家长能相互协调，共同

配合。一方面，教师要能采用一些比较活泼生动的教学方式

来进行数学教学，改变学生们对数学学习枯燥无味的刻板印

象，将数学问题设置成一个具有讨论性或者故事性的话题，

引导学生们去讨论问题，从而积极开发学生们的思维。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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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学生们也需要主动地去参与到课堂中，并积极开展创

新思维来思考问题，有意识地去锻炼自身的自主思考意识。

此外，为了能营造出更好的学习环境，家长要尽量减小给孩

子的压力，尽量给予学习上的鼓励，使孩子能更好地进行思

考和学习 [1]。

2.2 引导式教学

中国目前的教学形式大多都是说教，传统的应试教育也

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大多都重视成绩而非过程，虽然有针

对性的教学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却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学生也会在这种教学环境下逐渐被思维定式。

另外，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都不同，统一采用说教的方式将

无法满足学生们的学习需求，更无法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鉴于此，教师可以采用引导式学习的方式。无论是在已学内

容的复习中还是对未学内容的提问中，教师都可以根据学生

们的认知水平来提出问题，引导学生们去思考。当然，如果

一味地拘泥于教材也会无法完成创新思维的锻炼，所以教师

能去联系好知识网，并将数学知识与生活中的知识相结合，

要培养学生们敢于猜想以及敢于质疑的能力，这是培养其创

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前提 [2]。

2.3 促进学生思维交换

为了让学生能有更加全面的思维，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

生去讨论问题，参与到小组中去。由于依靠个人的能力大多

都无法完成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一个数学知识

点的理解或者一道数学题图的解答也往往都比较局限，而在

小组中进行讨论，学生们互相之间进行思维交换将达到更好

的学习效果，在汲取他人的思维同时也可以培养出自己对学

习的浓厚兴趣。在交换思维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发现自身存

在的问题，或者大家的共性问题，从而共同解决。在小组讨

论和思维交换之后，教师要能做一个合格的听者，要仔细地

去研究学生们做出的小组展示，并针对于展示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为了满足学生的个体化学习需

求，教师还需要尽量采用差异式的教学方式，在了解学生们

不同的学习需求以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基础上来因材施教，

从而得到更好的教学质量。

3 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3.1 改变问题提问方式

数学的知识点可以用题目来具象化，通过设置一些答题

的线索来促使学生们应用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点来找到最终

答案。为了能确保学生们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点，教师要

能积极应用好数学题，并改变问题的提问方式，防止在传统

的答题中因为固定的提问方式使学生的思维遭受禁锢。在设

计提问方式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能让学生感觉到好奇感，

激发学生的答题兴趣，还需要让学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敢于

去提问、质疑，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教师在面对学生

的质疑后则需要尊重学生的立场，为学生答疑解惑 [3]。

3.2 设立教学情境

在初中阶段，学生并未发展成熟，其思维以及认知都不

是很完善，所以常常会受到外部的影响，在思维习惯上逐渐

与外界同步。因此，在具体的教学培养过程中，初中数学的

教学应该要更加规范。为了能加强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

力，教师要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更加注重学生学习的内

在能动性，将数学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为学生营造一个有

趣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能沉浸在思维情境之中，从而更好地

思考问题。当然，为了营造情境，教师需要能发现日常生活

中的数学美感，并将多个数学知识串联起来，使学生们能在

生活化的情境下去分析这些问题，从而确保思维能更加高效，

学生也能自主地去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3.3 注重开放习题教学

针对现阶段初中教学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得到，要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载体，使学生们能集

中现有的知识体系来进行学习，完善自身的创新思维体系。

现阶段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依靠题目体系来做到，其中开放式

习题的教学则是非常好的一类创新思维培养载体。由于开放

式习题的特殊性，其本身可能并没有具体的答案，这就需要

学生要在掌握更加扎实知识点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并且确保

自身思维的完善以及逻辑的严谨，这样才能锻炼到自身的创

新型思维，在对问题全面的分析过程中也能更好地锻炼自己

的创新能力。

3.4 问题辨析教学

初中的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

锻炼和针对性的教学，要引导学生去合理的观察、比较以及

思考。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要积极地观察和分析，对于

不同的习题要采用不同的思维来思考，而教师则需要设置好

题目，确保其具有多个辨析特征，引导学生培养自身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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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从而全面的掌握数学知识要点。教师在题目的设置上

要能尽量突出其麦顿性问题，使学生能在多个层面去思考问

题，从而达到对创新思维的培养目的 [4-9]。

4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探讨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针对于学生创

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策略，可以说在初中阶段正是学生

们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培养创新思维的最好阶段，所以教

师要能抓牢现阶段的教学特征，从多个角度来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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