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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创新思维  培养创新能力 

——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实践研究 
 江苏省海门市海南小学   徐杰    

 

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是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课堂教学

是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主要阵地，应当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的摇篮。

教育家赞可夫就认为“我们要努力使儿童和教师在课堂上都能‘自由地呼吸’”。

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激发学生创造的灵感、创造的欲望，使其创造性思

维进入一个毫无障碍、自由飞翔的心理空间。因此，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进行口

头描述和表达，对学生而言，在口头描述和表达过程中，一方面可以进行积极思

考，并锻炼语言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有机会在别人谈论的基础上或充实或改变

自己的看法，逐步养成具有独立见解的个性品质。诸如此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树立新型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以创新教育为教学的核心，建立新的教育

教学理念，探索创造性教学的新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创新教育教学手段，

充分拓展学生想象空间，以实现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 

在小学《科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进行了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实践研究，以

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注重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教学中，第一、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要鼓励学生开展大讨论，

在争辩中让学生的思维撞击出创造性的火花，激发探索欲望，唤起学生思维的能

动性。第二、同时教师作为参与者，也应主动加入到学生的讨论中，不断地起促

进和调节作用。第三、对交流中学生出现的错误，要剖析错误的思维过程并作出

评价，尤其是要注重错解中合理成分的激活，从而帮助学生对自己的思维过程作

出调控与修正，进而引发学生创新。第四、注意用生动、形象的实物、实况来拓

展学生的想象空间。 

如《船闸》这一课中，学生很难理解船怎么从下游驶向上游。如果运用CAI

多媒体电子课件，调出三峡船闸的实物，通过有声、有光、有影的观看和再现，

让他们在看到实物后加以理解记忆，总结出《船闸》利用连通器原理而使大型轮

船从下游驶向上游的道理，再通过我们身边的生活实例，如过水涵闸、锅炉水位

器等，对《船闸》的理解更加深刻。这种充分利用CAI多媒体课件软件系统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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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的作用，就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又如教学《磁铁间的相互作用》，学生已经知道了磁铁的一些性质，教师问:

“现在有两根完全不同的圆柱形材料，一根是铁棒，一根是磁铁，你不借用其它

材料，能把它们区别开吗？”，学生经过认真地实验和讨论，各抒已见，有的提

出把它们悬挂起来，能指南北的是磁铁。立即有同学提出异议，条件是不借用其

它材料，同学们又经过反复实验，有的小组发现:“用其中一根接近另一根中间

部分，若能吸引，则手持的是磁铁，另一根是铁棒。”我立即表扬了这个小组，

鼓励他们继续思考，很快又有同学提出:“铁不能吸引铁屑，如果用其中的一根

去吸本身被敲下的碎屑，能吸引的是磁铁，不能吸引的是铁棒。”等等，整个教

学过程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思维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独特，这

正是创造性思维所具有的灵活、流畅、新颖的特点。 

二、创设动手创造实验机会，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心理学认为，少年儿童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心理，教师可以顺应这一心理特征，

诱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想方设法组织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动手动脑，增强

学生对科学课的兴趣，从而产生对科学的探求欲望。 

如在教学《放大镜》一课时，我就把有关材料发下去，放手让学生观察、实

验，并鼓励学生尽可能地去发现问题，看谁发现的问题最多。学生你一言我一语，

争着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师。“我的放大镜能让书上的字变大”、“我的放大镜

能把火柴点燃”、“我用放大镜能看清我手上的指纹”等。有一同学说“ 我的

放大镜不管用！”，这时，我故意问他，“这是怎回事呢？”我又让他与同桌的

学生交换一下器材后再观察，这时同桌的同学也发现了问题，说：你的镜片是平

的，我的镜片是凸的。学生通过交流，总结出平的镜片不能放大，凸的镜片才能

放大。这样引导学生用对比的方法从中发现问题，轻而易举的获取了新知识，同

时也培养了他们对新知识的探索精神和参与实验的热情，这样学生所学的知识终

身难忘。 

又如学习《物体的热胀冷缩》一课，在认识气体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教材

是以瘪而未破的乒乓球放入热水中会鼓起来，作为材料来研究的。学生在充分讨

论，认为是乒乓球内的空气受热膨胀把球皮胀鼓了。就在我即将要作出结论时，

忽然，有一女生站起来说: “老师，我反对，应该是球壳受热鼓起来了。”这时

我首先做出的反应就是，对她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给予高度评价!“到底是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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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皮受热鼓起来了，还是球内的空气受热膨胀把球皮胀鼓了?你能设计一个实验

来研究吗?”在我的鼓励下，她和其他同学一起开始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终于，

他们中有的孩子发现，将只瘪而未破和一只又瘪又破(有小孔)的乒乓球同时放人

热水中，结果未破的乒乓球鼓起来了，而破了的乒乓球却一直没有鼓起来。问题

解决了，大家对这个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要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探究。大自然包罗万象，奥秘无穷。因此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利用课堂上所学到的方法在课外进行探究，这样做法既能扩展所学知

识，激发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又能培养实践能力，发展思维能力。如《声音的传

播》一课中，学生对声音在液体的传播不易理解，为了让学生相信这一结论，我

设计了两种方法让学生在大自然去体验:一是选择晴朗的早晨，让学生到指定地

点听上课的电铃声；二是选择一个有大雾的早晨(两次距离相同)，并多次变换位

置，让学生听上课的电铃声，并让学生注意辨别:在两种不同的天气里听到的铃

声有什么变化?同学们豁然开朗，原来雾是悬在低空气中的小水珠，是液体，学

生很快理解了有雾(液体)比没雾的天气传播声音的本领强、速度快、声音大，传

播的方向是向着四面八方的。 

正如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既教育，处处留心皆学问”的观点，在向学生

传授课本知识的同时，时刻想着让学生走出课堂，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

接触自然，在社会和自然这所无穷大的学校里，通过参观、考察等活动，使学生

创造潜能得到开发。 

三、遵循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小学生都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一点是科学实验中观察事物、认识世

界的内驱力，遵循这一规律，有意识的加以引导、培养，就能提高学生的思维水

平和学习效率，从而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这就要求我们要：第一、更新观念，

克服威权思想，把课堂主动权还给学生。传统的一言堂教学模型，教师把学生的

创造精神囚在其中，把学生的个性压抑在其中。有些教师在课堂上不敢放手让学

生提问，恐怕自己被学生问住，创新教学需要呼唤教师从权威中跳出来。只有这

样，才能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生动活泼的乐学气氛之中，从而培养

他们的创新精神。第二、宽容地接纳学生不同的观点，使学生敢于发问在课堂之

中，平等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生提出问题的欲望，学生敢问，就可以发现问题。

如在教学《溶解》一课时，当我们把红糖颗粒放在水中后，就看不见了，红糖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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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跑到哪里去呢?有的同学想到被水吃了，有同学想到跑到空气中去了。这时要

充分的发挥学生的提问热情，引导他们沿着既定的方向去想问题，发现问题和提

出问题。并且鼓励学生敢于大胆地提出一些偏离常规的问题。他们的兴趣就会得

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第三、应用科学史料，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一

些科学家的故事中，不仅介绍了科学家们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辛勤劳动，无私奉献

的精神，还介绍了他们奇特的思维和超人的见解，这些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

精神。物理学家牛顿，从小就有一股钻劲，看到新奇的自然现象都要深入研究。

牛顿六岁时，在上学的路上，注意到早晨和傍晚身影的变化，他就在山坡上观察

阳光下身影的变化，得出身影的变化与时间变化有关系。于是自己动手用石头凿

成了一个测算时间的日晷。牛顿24岁时看到“苹果落地”，好奇心促使他对“苹

果落地”进行执着的思考和探究，经过多方搜集信息，对信息的周密分析、考察

和计算，最后发现并证实了万有引力定律。诸职此类，科学领域的楷模人物举不

胜举，发现元素周期律的门捷列夫、大发明家爱迪生……作为教师，我们要充分

利用科学家的故事，引导学生学习他们在任何处境、对任何疑问都有一种锲而不

舍的探究精神。再有，教材中阅读材料的许多内容，是为了向学生展示现代科技

的成果和应用，里面本身包含许多创新思想和创新成就，是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

理想材料。如在“热现象”教学中，引导学生阅读“电冰箱的原理”，使学生知

道电冰箱的制冷剂是氟利昂，而氟利昂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的作用，对地球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然后让学生设想要保护生态环境，可以用什么来代替氟利昂

作电冰箱的制冷剂，并思考它具备什么样的特点等问题，由此激发学生的创新精

神。 

此外，我们还需要创建科学教学评价的新体系，引领教育、教学的创新。在

以往的教学评价当中，往往是以学生的一次次考试的成绩来评价每一个学生，在

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这个评价方法自然也应该有所改进，而实验教

学的评价似乎成了其中的重点。新的评价观察不仅仅应该看到学生在操作实验中

的熟练程度、准确程度，更应该重视实验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对学生学

习过程进行总结，学生掌握了什么，超越了什么？谁做得最好，由教师和学生一

起总结经验，从而形成再创新能力。 

由于这种评价还在起步当中，在实际操作时就更应该努力避免死板缺乏创造

力的观点，要努力去保护学生的创新精神，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