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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7_94_9F_E5_c38_60981.htm 一、培养小学生的创

造意识，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人只有具备

了创造意识，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潜力，做到有所创造。创

造心理学研究表明，除少数智力发展较差者外，大多数中等

智力水平的人都具有创造力。教师要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具

备创造性的，并且童年期的创造力对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教师要培养小学生的创造意识，鼓励创造性的学

习，发挥其主体能动性。教学过程应该是引导学生探索真理

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学习现成的结论。这就要求教师要创设

民主的教学氛围，使学生敢于思考，敢于探索和尝试；要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学习活

动中来；要鼓励他们大胆想象，积极思维，开展争论，提倡

学习方法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要让学生主动地去了解、认识

新奇未知的事物，探索不同事物的关系，体验探索的艰辛与

成功的喜悦。教师要以积极的态度评价学生的创造性。只有

这样，学生才能从单纯的知识获得走向包括创新意识在内的

多元化发展，从而不断提高创造力。 发挥小学生的主动性，

激发其创造性学习的方法很多，教师应根据小学生的发展水

平、学科特点和教学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为了激发

儿童的创造性学习，托兰斯等提出了有助于教师进行针对性

教学的诸种方式：(1)设计不完全或无结果的问题情境，使学

生有积极思考、大胆设想、推陈出新、继续探索的可能；(2)

让学生自编故事，自设问题，并自行想象、解决，给其锻炼



思维的机会；(3)让儿童大胆提问，不仅向教师提问，而且要

鼓励儿童的互问互答，激发儿童对问题的主动探索并且给其

表现和交流的机会，以达到彼此激发的目的。 二、尊重儿童

个性，培养创造人格创造性儿童往往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

这也是其创造性的一种表现。亨特(Hunt)的有关研究表明，

创造性儿童有三大个性特征。(1)活跃。他们活泼乐观，热情

坦率，富于探索精神，自信心强，有时甚至过于自信。(2)独

立性强。他们善于独立行事，敢于弃旧图新，且对独立有强

烈的需要；有时这种独立性也表现为对教师的统一要求缺乏

热情，行为不大合群等。(3)情感丰富。他们兴趣广泛，有强

烈的好奇心，对创造充满热情，争强好胜，但有时又因精力

过剩而表现出顽皮、淘气等行为特征。教师在教育教学中，

磊爱护儿童的创造热情，尊重和培养他们的首创精神。要培

养他们的坚持性、自信心、大胆、灵活、自主、富有责任感

，要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培养他们富于想象、勤于思考、

兴趣广泛、有强烈的好奇心、敢于冒险、愿意尝试、不怕困

难等创造个性，从而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三、重视创造性思

维的培养 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在创造性思维成分中

，发散思维是最重要的成分，其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对

于创造活动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发散思维的训练更多地应结

合教学来进行，如语文中词的联想、数学中的不同演算方法

、自然课中物品的新用途等。有意识地培养和发展小学生的

直觉思维能力，是培养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另一重要途径。

与直觉思维有关的主要因素是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思维的积极

活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做到：(1)引导小学生获

得解决问题的知识经验；(2)鼓励小学生对问题进行推测、猜



想、应急性回答，并提出各种怪问题或不合常规的设想等

；(3)充分利用原型启发、类比和逆向思维等，使小学生有更

多的机会获得新观念、新设想、新闪念；(4)教师在教学中不

仅要讲清已有定论的知识经验，也应对某些尚未定论的难题

提出假设，敢于猜想，为学生作出运用直觉思维的示范。四

、教给小学生基本的创造技法1．检查提问法检查提问法在诸

多的创造技法中堪称“创造发明之母”，它又称检查表法或

检查单法。检查提问法就是要求个体遇到问题时，能对相关

事物的要素进行分解然后再组合，以实现设定的目标。检查

提问法的具体方法有很多种，如以原有东西为基础添加某些

因素的添加法，即“加一加”；在原有东西的基础上加以扩

展的扩大法，即“扩一扩”；还有“缩一缩”“减一减”“

改一改”“反一反”“代一代”“移一移”“搬一搬”等。

例如，“橡皮头铅笔：铅笔 橡皮”“可视电话＝电视 电话”

等，使用的是“加一加”的技法；而创造多孔电源插座及把

一般的望远镜改造成又长又大的天文望远镜等使用的是“扩

一扩”的技法。2．类比模拟法类比模拟法就是用创造的客体

与某一类事物进行对照，从而获得有益启发的方法。从丝茅

草到锯子，从水开到蒸汽机，从袋鼠到母子雨披，都属此类

。3．缺点列举法缺点列举法指通过发现现有事物的缺陷，把

各种缺点一一列举出来，然后提出改革或革新的一种技法。4

．希望点列举法希望点列举法指从人们的愿望出发提出许多

构想，产生出实用的创造发明的一种有效的技法。例如，学

生使用的铅笔最初是木制的，这种铅笔需要用小刀削，这对

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学生和家长希望有

更方便的铅笔，于是就出现了自动铅笔，同时出现了转笔刀



等，满足了小学生和家长的愿望。创造发明的技法还有很多

，如逆向发明法、组合发明法、智力激励法、信息交合法、

设问创造法、多路思维法、立体思维法、移植发明法等。最

基本的是开阔学生的思路，鼓励他们面对问题要敢想、大胆

地想，去设法解决问题。五、通过实践活动，发展儿童的创

造力儿童的实践活动对其创造力的发展和培养非常重要。实

践活动的内容很丰富，有学习活动、科技活动、文艺活动、

体育活动、工艺活动、劳动性活动、社会性活动等。形式也

是多种多样的，如集体活动和个人活动，课堂活动和课外活

动等。教师应为儿童的创造性活动尽可能地提供良好的条件

，并进行适当的指导和帮助，让儿童在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

创造的潜能，发展创造力。林崇德对小学数学学习中培养和

发展儿童创造力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数学概念学习

中的变换学习方式、多向比较、利用表象联想，计算学习中

的一题多解、简化环节、简便运算、计算过程形象化、发展

估算能力，初级几何学习中的注重观察、动手操作、运用联

想、多求变化、知识活用，应用题学习中的全面感知和直觉

思维、发现条件和找出关键、运用比较和克服定势、补充练

习、拼拆练习、扩缩练习、一题多变练习、一题多解、自编

应用题等，不仅对掌握数学知识、提高数学能力极为有利，

而且对创造力的发展有着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在科学

上特别是数学上有创造成就的专家，他们的创造力往往与他

们童年时代在数学学习中注重上述训练是分不开的。小学自

然课的学习，主要是观察自然事物，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发

现其中的疑难问题，提出解决疑难问题的设想，并通过实验

加以验证，小学自然课在内容上涉及到自然界中许多十分有



趣的现象；并采取丰富多彩的实验方法，因而容易激起儿童

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开阔他们的思路，所以小学自然课学

习为儿童的创造力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要发挥这

些有利条件，还需要教师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此外，学校

要根据小学生年龄特点和个性、兴趣与爱好，联系课堂教学

，成立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小组，鼓励和帮助小学生进行小

制作、小发明。教师在小组活动中可以对儿童进行创造性思

维方法的训练，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创造力。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