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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低段数学学科教学,教师要善于利用新教材编排特点,结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对学科教育

的目标要求,强化“两化两性”特点,积极创设情境,循序渐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升学习效果,

为今后进一步学好数学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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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小学数学新教材的编排图文

并茂、形象直观、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

活,充满时代气息,体现新的教材观、教

学观和学习观,具有启迪、创新、实用、

开放等特点。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各种科学中

都有数学的身影。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

的发展,数学的应用已经得到普及,人类

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数学,它已成为人

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是新课标的教学目标。培养小学

生的创新能力并不是指让小学生创造出

各种新型的物品,而是让学生有创新的

意识。小学数学是培养学生缜密的逻辑

思维能力的学科,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

促进学生在基础知识牢固的前提下有举

一反三的能力。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能够对学生的思维能力

进行锻炼,能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1]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

多以学生的生活背景为教学题材。学生

拥有独到见解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首

要条件。在学习过程中,应促使学生培养

创新意识,即教师应利用自己已有的生

活经验,对小学数学知识进行分析和理

解,通过建立自己的想法,加强学生在数

学课的知识经验的拓展,促进学生创新

能力的提高。[2]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就如何利用新教材的编排特点在小学低

段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学创新

能力,谈一些具体的做法和体会。 

1 利用新教材生活化的编排特

点,培养学生数学创新思维能力 

低年级的学生,天性就是淘气好动,

自制能力比较弱,他们的思维有自己的

特点,比较直观,观察事物往往只注意整

体,不注意细节,比较笼统,不够精准,分

析问题主要靠具体形象的材料来进行。

新教材的编排特点就是图文并茂、直观

形象、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这正好符合低段学生的思维特点,这能

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唤起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教师还要充分利用新教材

的丰富资源,结合教学实际需要,把学生

已有的知识经验和熟悉的事物作为数学

教学的元素引进课堂,这有利于学生从

生活中学习数学,体验数学的魅力,同时

感知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激发他

们积极主动地学习数学的兴趣,同时调

动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积极性。[3]如：

教学“5”的认识时,课件出示主题图后,

教师问：今天是小希的生日,有几位小朋

友来祝贺他的生日啦？同学来了,要先

请小客人入座,要端几把椅子？接着要

招待客人,要倒几杯水？每人面前要放

一个盘子,共放几个盘子？每个盘子里

放一块蛋糕,共放几块蛋糕？学生讨论、

解答以后,教师小结：你们看到的人、椅

子、杯子、盘子、蛋糕,虽然有的是人、

有的是家具、有的是用具、有的是食品,

但他们有一个相同点,数量都是5。通过

以上教学,学生不仅了解了5所代表的具

体个数,还懂得了如何用礼貌用语招待

客人,不知不觉中对学生渗透了品德教

育,陶冶了其情操,真正做到了启而发,

促进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2 利用新教材形象化的编排特

点,培养学生数学创新思维能力 

随着多媒体教学资源的不断丰富,

教学方式更符合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

和认知规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增强教学效

果。如教学“10以内数的连加、连减”

内容时,我将课本例题的小鸡图制作成

动画,先出示4只小鸡在捉虫,动画演示

又跑来3只小鸡。我问：那个小朋友能看

着图编一道应用题？用什么方法计算？

为什么？怎么列算式？接着再动画演示

又跑来2只,求一共有几只？怎样列式？

同样,教学“连减、加减混合”也可采用

此方法。通过多媒体课件把静态的图片

动态化,把知识的形成过程和思维的活

动过程直观地展现出来,让学生在不经

意间就了解了连加、连减、加减混合的

含义。这样,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了他们探究问题的意识,培养了学

生创新思维能力。 

3 利用新教材注重知识的获得

过程的编排特点,培养学生数学创新

思维能力 

低年级学生认识事物的能力比较弱,

遇到所学的知识与学过的知识相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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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模糊不清、产生混淆,这种现象在心

理学上称作知识的泛化,主要表现在判

断不准确、反应不灵敏,把握不到位,随

之而来的是学生的学习情绪受到影响,

挫败感增强,兴趣随之减弱。为了防止泛

化现象发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与

新知有联系的、容易混淆的知识拿出来

让学生进行比较和分析,认真查找他们

之间的差异。通过比较,为学生扫除了学

习中的障碍,帮助他们找出知识间的内

在规律,感受学习的快乐,重新激发起学

生的学习热情。如教学“乘法的初步认

识”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确实理解乘法

的意义,突出概念中的关键词“相同加

数”,教师可出现几道加法算式是否可以

改成乘法算式的题目,如：①5+2+1；②

7+7；③5+5+5+5+5+5。让学生观察比较

每道题中加数特点,判断哪几道题可以

改成乘法算式,为什么？学生在教师的

引导下,很容易判断出②③道题可以改

成乘法算式,因为它们的加数相同,分别

是7和5；而第①道题的加数不相同,即没

有相同加数,所以不能改成乘法算式。通

过比较,学生很快找到加法算式改成乘

法算式的规律。这样,不仅让学生加深了

对乘法意义的理解,还培养了他们的创

新思维能力。 

4 利用新教材趣味性特点,培

养学生数学创新思维能力 

低年级学生好动、爱新鲜,不喜欢枯

燥、过多的重复练习的作业,因此在上完

新课,设计巩固练习题应当充分考虑到

学生的这些特点,尽量兼具一定的趣味

性,使学生感觉到学习数学是一件有意

思的事情,从而愿意接近数学。[4]低年级

学生的注意力只能集中二十分钟左右,

剩下的时间大部分学生很难做到专心地

听讲,他们容易注意力分散,爱做小动作

等。而趣味性是吸引低年级学生有意注

意的有效方法,比如游戏教学活动,由于

它的趣味性、探索性、新鲜感能让学生

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激发学生丰富的

想象力和思维的积极性。同时能更加有

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如教学：

“得数是18的加法”这一课时,教师设计

了“摘果子”的数学游戏来练习,首先我

在黑板上画了一棵大大的果树,果树上

挂满了用卡纸做的“果子”,“果子”上

写了得数是15、16、17、18的算式题,

接着请四名学生分别拿着15、16、17、

18的“篮子”,然后请学生充当农民伯伯

到黑板上摘“果子”,并放到正确的“篮

子”里,再说明理由。这项练习,创设了

果园采果的情景,让他们浮想联翩,学生

学习的兴趣浓厚。通过这样的练习,既达

到了既定的教学目的,又培养了学生的

认知能力、体验能力、实践能力和计算

能力,学习效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重

要的是,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能力。 

总之,要让活泼、好动、可塑性大的

低年级学生在课堂上愉快轻松地接受知

识,并不断地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必

须把握新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心理特点,

创设各种情景,把数学生活化,把数字形

象化、具体化,趣味化。只有这样,我们

低段数学的教与学才能不断推陈出新、

相得益彰,互为促进,从而达到 好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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