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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快速发展、人们的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这在根本上都离不

开创新二字。由此，创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要想创新，

首先就要有创新思维，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正是培养创

新思维的重要时期。通过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利用数学本

身所具有的逻辑性、抽象性、推理性等都能够对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产生十分有利的作用。

由此而言，不仅有利于其在相数学的掌握能力上的提升，

也能够加强其创新意识。使其在今后的学习与人生中，更为

充分地发挥其人生价值。

2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对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前

提准备

一方面，在初中阶段中进行数学教学，并且通过一定的

策略来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还需要进一步对其学习现状以

及创新思维掌握现状有一定的把握，从而通过对症下药的方

式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这一教学目标更。

另一方面，对整体现状有所把握之后，教师则需要对教

学环境、教学氛围、教学方式等教学时所涉及的一系列行为

进行全面分析，由此对其中的细节问题进行改善，进而对提

升学生的主动性会有所助益。掌握学生的现状，改善学生面

临的问题，提升其兴趣与主动性，再进一步进行创新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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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才会更加游刃有余 [1]。

3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策略

3.1 情境创设提升学生兴趣，打好创新思维的基础

要想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培养，还需要一步一

步、循序渐进，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过于急于求成，往往会

使得学生不能更好地进行学习，最终适得其反。因此，教师

可通过进行情境创设的方式首先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进

攻”，只要激发并保持住学生的学习兴趣，那么就会使得学

生产生主动性，这样一来在进行创新思维的培养过程中，既

能够保障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能为其创新思维意识的产生打

好基础，从而更为全面地提升其学习能力。

例如，在进行《正数和负数》这一内容的教学中，教师

可以利用多媒体来展示形象的图片来进行“比赛分数”“天

气温度”“海拔高度”等进行正数和负数的简单说明，将学

生带入这种类似的情境之中，来增强学生对正负数的感官体

验 [2]。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学生对知识也会产生更

多的兴趣，通过对学生的兴趣进行牵引，有利于教师引导学

生在创新的角度上进行思考与探究。“正负数还能够代表什

么呢？”“利用正负数对某一事物进行表示，有什么优点呢？”

利用这样的问题，进一步营造学生在情境之中的体验与思考，

可以让更好地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为培

养其创新意识打好基础，提供前提。

3.2 疑问启问激发学生思考，初步构建创新思维

在保障好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后，就可以通过一些具有思

考性、逻辑性的问题进行提问与启发，利用数学的特点，能

够更好地培养并构建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教师在提出问题

之后，学生就会在兴趣的牵引之下对问题产生更大的好奇心

与求知欲，从而使得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中，逐步的

产生具有其自身意识的创新意识，这样一来学生就会更好地

对问题进行求解，也能够更充分的理解问题、掌握知识，并

且进一步对问题的解答产生更多的思考角度，与其自身创新

思维的构建产生互惠互利的作用 [3]。

例如，在教学《有理数的乘除法》时，这其中就有很多

重点难点需要学生对其进行较为熟练地掌握，如乘法法则、

乘法运算、符号等。当教师通过情境创设的方式激发其学生

的兴趣之后，再引导学生进行有理数乘除法的学习时，就可

以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来进一步的激发学生对问题的主动思

考这一行为，从而达到构建其创新思维的目标。“同号之间

进行乘除的结果是什么数？”通过学生进行运算能够证明同

号之间进行乘除皆为正数，由此教师如果问“异号之间进行

乘除的结果是什么数？”这样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而如果问“那么用不相同符号进行乘除观察其结果会有什么

发现呢？”由此通过学生的自主思考，发现异号为负，于学

生而言就是创新。

3.3 导思引辩提升学生思维，巩固加强创新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新更多的还是需要从引导角度上进行，通

过问题引导让其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创新思维，也可以通过

讨论引导其在讨论的过程中产生创新思维。对于初中生而言，

教师更多的还是需要注重自身进行创新的教学理念，在通过

讨论（师生讨论或者生生讨论或者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来

对学生进行引导来得以巩固提升其创新思维意识，也能够产

生良好的效果。学生在进行讨论时，总能够获得与自己不同

的角度，由此有利于使得学生在不同角度上得以创新。

例如，在教学《一元一次方程》时，在强调保障学生的

兴趣前提下，来组织学生进行生生讨论。可以发现，即使是

面对同一方程式，不同的学生所采取的解方程的方式也是不

同的。有的学生通过合并同类项的办法，而有的学生就会采

用去括号的方法等。让学生之间进行讨论，一方面能够使得

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对解方程的解题思路与方法进行巩固与

加深，另一方面学生收获了其他同学的解题思路也会反作用

与其自己在解题时产生新的角度。

3.4 实践实操锻炼学生能力，全面发挥创新思维

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上会更有利于创新的培养，进而也能

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在进行实践时更充分的锻炼并展示其创新

能力，以此更好的激发学生进行更全面能力。通过让学生在

实践实操的过程中，与其所学习的理论相结合来更为全面的

培养其创新思维的意识与能力，是培养学生最重要一步也是

最为全面的一步。而学生也只有接受更多方面且多元的角度，

通过习题练习的方式也好，通过让学生进行习题讲解也好，

通过引导学生对教材与习题进行总结与梳理也好，都可以为

学生的创新学习更好的效果 [4]。

例如，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对不同类型的方程式进行梳理，以此在通过相同类型的习

题让学生进行解答，不仅可以巩固学生解方程的能力，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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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得学生在解方程中总结出更符合自己的一套解题思路，

这同样也是学生创新思维的实在体现。

再如，在《几何图形初步》的学习中，教师通过让学生

对不同图形进行观察与描画，来让学生学习几何图形、立体

图形、平面图形，从而也能够让学生在不同图形之中总结出

规律，从而更好地进行学习，同时也能够使其创新思维得以

更全面的锻炼。

4 结语

总而言之，创新对一个民族的兴盛以及国家的发展都有

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想更好地运用创新，通过教育

的方式来进行创新思维的培养与锻炼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教

学任务。在数学课堂中，通过利用数学自身的特点，以及在

教学策略上进行创新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培养，

利用情境创设、疑问启发、引导实践等，通过循序渐进的过

程来逐步培养并加强学生的创新思维，对教学与学生成长都

会带来更富创新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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