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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数学课堂教学
樋 福建省漳州市第二中学 　 张妙安

创新素养作为素质教育中需要落实的重要环节

之一 ，不仅是“以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 ，还是培养与

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创新人才的教育 ．从而 ，创新是

素质教育得以推进的关键所在 ，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意义重大 ，培养学习者的创新思维能力

是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既然创新思维如此重

要 ，又该如此培养呢 ？ 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依靠本学

科的内在力量 ，通过创设有效情境 ，渗透建模思想 ，关

注探究性学习 ，设计创新型问题来进行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 ．

一 、创设有效情境 ：充分激趣 ，激发创新

思维

数学学科由于高度抽象 ，拥有了其独特的“高

冷” ，使得不少学生不愿靠近 ．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曾

说 ：“智力活动是在情绪高涨的气氛中进行的 ．”可见 ，

兴趣是探究的动力 ，所以 ，在教学中 ，面对抽象的数学

知识 ，教师需创设有效情境 ，激起学生的兴趣 ，让学生

的思维活跃起来 ，产生“愤悱”之感 ，同时给学生足够

宽广的空间 ，让学生自主探究 、自己摸索 ，体会到数学

“冰冷的美丽”背后的乐趣 ，体验知识生成前的摸索之

路 ，激发创造性思维 ，获取数学抽象的机会 ．

例 1 　 已知 a ，b ，m ＞ ０ ，且 a ＜ b ，证明 ：
a
b ＜

a ＋ m
b ＋ m ．

分析 ：在此例的教学中 ，倘若用一般法引导学生

直接求证 ，自然会令学生感觉枯燥 ．而若是创设一个

活泼而有趣的情境 ，则可以赋予它一个具体而又真实

的背景 ，使其富有活力 ，让学生感受到抽象问题背后

的“趣而不同” ，激发创新意识 ．因此 ，笔者针对性地创

设了以下情境 ：

问题１ ：在含有 ag糖的 bg糖水中再次加 mg糖（糖

水不饱和） ，求此时糖水的浓度 ．（学生经过思考 ，易得

出答案“
a ＋ m
b ＋ m”）

问题 ２ ：此时 ，糖水是否变甜了 ？ （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 ，学生可以不假思索地给出肯定的结论 ）

问题 ３ ：变甜即说明浓度变大 ，即可得出
a
b ＜

a ＋ m
b ＋ m ，请大家试着通过比较法予以证明 ．（学生自然

投入探究状态 ，证明过程如下 ：因为
a
b －

a ＋ m
b ＋ m ＝

a（b ＋ m） － b（a ＋ m）

b（b ＋ m）
＝
m（a － b）
b（b ＋ m）

＜ ０（a ＜ b） ，所以

a
b ＜

a ＋ m
b ＋ m ．）

设计该环节时 ，笔者预设学生如果通过一般的比

较法或分析法证明的过程中 ，首先就会直接在心理上

感觉“抗拒” ．因此 ，教师以生活情境来“填充”抽象的

例题 ，引导学生从生活体验中去感知和理解 ，这是学

生“认可”创新解题的好机会 ．教师把握好这个机会 ，

替学生创造“内驱力”的氛围 ，进一步给足学生探究和

证明的时间 ，让学生自己去对比传统方法 ，“逼”孩子

思考并得出解法 ，并产生表达这一本质的愿望 ，从而

不仅激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

力 ，还深化了对新知的理解 ，提升了教学效果 ，让课堂

教学事半功倍 ．

二 、设计创新型问题 ：搭建平台 ，鼓励创

新精神

“疑”是激起创新思维的线索 ，创新型问题就是富

有挑战性的问题 ，是促进学生创造性的催化剂 ，是挖掘

学生创新潜能的有效武器 ，可以激起学生解决问题的

强烈愿望 ，变数学学习的过程为探索创新的过程 ，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 ，启迪开拓创新 ，独辟蹊径地解决问

题 ，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从求异发散向着创新推进 ．

例 2 　 即时定义“差等差数列” ：若数列｛an｝中从
第二项开始 ，每一项和前一项的差是等差数列 ，则该数

列即为差等差数列 ．已知数列｛an｝中 ，有 a１ ＝ １ ，a２ ＝

２ ， an＋ １ － an 为以 ３为公差的等差数列 ，试求出 an ．

解 ：据条件 ，可得 an＋ １ － an ＝ １ ＋ ３（n － １） ＝ ３n －

２ ，an － an －１ ＝ ３（n － １） － ２ ，⋯ ，a２ － a１ ＝ ３ × １ － ２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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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n － a１ ＝ ３［１ ＋ ２ ＋ ⋯ ＋ （n － １）］ － ２（n － １） ，所以

an ＝ ３n２ － ７n ＋ ６

２
．

心理学显示 ，行为都是强化的结果 ，创新型问题

可以激起学生的创造火花 ，激励学生不断创新的欲望

和需要 ，这样的成功体验可以促进学生向着创造的方

向不断努力 ，追求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从而扩展视野 ，

发散思维 ，在解决问题中敢于大胆探索新方法 ，以达

到优化能力结构 ，培养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

三 、渗透建模思想 ：创新教法 ，助力能力

形成

数学模型源于高度概括 ，是五彩世界中各种事物

蕴含的共性特征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一以贯之地进行

渗透 ，可以使建模思想在学生的头脑中逐步固化 ，助

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 ．不失时机地渗透数学应用和

建模思想是提升创新思维的有效基础 ，也是调动学生

内驱力的诱因 ．因此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可以是课

堂导入阶段 ，也可以在例题之后 ，又或是课尾处通过

科学加工和创造性处理教学内容 ，让学生通过不断体

会来获取模型思想 ，并内化为自身的数学素养 ．

例 3 　 试比较１０
２００８

－ １

１０
２００９

－ １
与

１０
２００９

－ １

１０
２０１０

－ １
的大小 ．

分析 ：当前的例题教学 ，基本上是“知识提炼 ＋ 例

题练习 ＋ 反复操练”的“三无”课堂模式 ，也就是毫无

新意的教学内容 ，毫无兴趣的学习者 ，毫无效率的教

学过程 ．而本题的教学定位是对建模思想的渗透 ，创

造性地开发了例题课 ．教师倘若依然以比较法直接求

解 ，必定令学生感觉“麻烦” ，从而产生建构模型的愿

望和结果 ．因此 ，教师需要给学生开放的空间 ，创造建

模的氛围 ，让学生去联想和构造 ，学生的数学思考让

笔者欣慰 ，他们很快联想得出直线的斜率公式 ，并决

定将问题转化为比较两直线斜率的大小来解决 ．

略解 ：设点 A （１ ，１） ，B（１０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００８
） ，C（１０２０１０

，

１０
２００９

） ，则点 A 在直线 y ＝ x
１０
上方 ，点 B ，C在直线 y ＝

x
１０
上 ．此时通过作图观察 ，不难得出 kAB ＜ kac ，所以

１０
２００８

－ １

１０
２００９

－ １
＜

１０
２００９

－ １

１０
２０１０

－ １
．

以上例题的教学中 ，教师多次创造感悟和构造的

时机 ，当学生由两个商的形式得出直线的斜率公式之

时 ，教师又适时追问 ，使得学生数形结合 ，得出创新解

法 ．同时 ，在例题之后又引导学生及时归纳解决一般

问题的过程 ，让学生不断体悟和反思 ．就这样 ，在整个

建模的过程中 ，教师真正做到搭建学生参与探究的时

空 ，让学生在独立思考 、合作交流和自主探究中经历

建模过程 ，增强建模意识 ，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

四 、关注探究性学习 ：学法指导 ，助推能

力深化

学习的过程中 ，教师与教材是“外因” ，学生是“内

因” ，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学生的发展在某种程

度上取决于自主参与能力的培育 ，从而获得终身受用

的数学能力与创造才能 ．这就需要教师更新教学观

念 ，注重学法指导 ，合理利用例习题引导学生探究性

学习 ，注重问题解决的方法 ，关注探究精神的培养 ，促

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这也是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得以深

化的根本途径 ．

例 4 　 试求 sin１０°sin３０°sin５０°sin７０°的值 ．

分析 ：教师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探究性学习空间 ，

面对智力 、基础和接受能力差异的学生 ，从不同的角度

去探究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从而给予每个学生参与

思考和探究的机会 ，从而促使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得

以深化 ．学生经过思考得出以下多样化的解法 ．

解法 ：（过程烦琐的常规解法）

原式 ＝ － sin１０° ×
１

４
（cos１２０° － cos２０°）

＝
１

４
sin１０°（cos２０° ＋ １

２
）

＝
１

４
sin１０°cos２０° ＋ １

８
sin１０°

＝
１

８
（sin３０° － sin１０°） ＋ １

８
sin１０°

＝
１

１６
．

在探究性学习中 ，全体学生能够共同参与 、合作

交流 、探究学习 ，每个学生对问题形成不同的假设和

推理 ，使得每个层次的学生探究交流 ，以提高自身的

认知水平 ，让每个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简洁 ，

从而思维的长度也自然缩短 ，解题的速度更快 ，进而

深化了创新思维能力 ．

总之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

宿 ，更是高中数学教学不断前行的方向 ．新课改风向

标下 ，需要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 ，需

要将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需要将着力点放在激

起学生创造火花上去 ，创设有效情境 ，设计创新型问

题 ，渗透建模思想 ，关注探究性学习 ，助力学生创新思

维能力的形成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只要方法准确 ，

持之以恒 ，自然水到渠成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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