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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信息数字化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梁超  新乡市红旗区北街小学  

【论文摘要】教学思想实施纵横信息数字化教育教学，建构者——只是指导者和辅助者。而学

生才是教与学活动中的主体。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要将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自主与合作探究，

在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关键词】纵横信息数字化 教学模式 自主 合作 实践  创造性思维 

 

二十一世纪是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被认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

增长的引擎。知识从何而来？惟一的途径是创新。知识经济呼唤创新，惟有持续创新和全面创新，

使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赢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缺乏创造意识和能力，无论是

国家、民族还是企业个人，都将失去生存的根基。在现行的小学教育中如何更好的培养学生创造性，

下面就我个人的理解谈点想法。 

一、唤起学生创造意识，激发创造激情 

创造力包括创造意向、创造思维品质和创造技能。创造思维品质是重心。而创造思维过程大体

又可分为 4 个阶段：准备阶段 、酝酿阶段、顿悟阶段、检验阶段。四个阶段中的关键在于顿悟阶段。

产生顿悟要有必要的心理环境，主要表现在：对纵横信息数字化知识有主动获取的追求，对纵横信

息数字化有浓厚的兴趣，对纵横信息数字化问题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等。  

教育理论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只在于传授本领，更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 ”在纵横信息

数字化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力同样需要“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  

课堂教学氛围要和谐、民主、自由。 

学生创造性心理品质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宽松的教育环境，特别是心理安全与心

理自由的课堂气氛最有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发展。教师应采取多种措施，努力营造出自由、民主、和

谐的教学气氛，充分发挥良好课堂气氛对学生创造性的发展的催化作用。 

1、转变观念，放弃教师的权威 

在小学从事纵横信息数字化课程教学的教师一般都是计算机专业教学人才，受到了包括学生在

内的广泛尊重与钦佩。在这种氛围下，纵横信息数字化课教师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权威观念。

如果教师把这种意识流露在课堂上，就会促使学生视其为“最懂纵横信息数字化的权威”。虽然教师

的权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学生产生“亲师信道”的效应，但从创造性教学的要求看，这种倾向的

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在“教师以权威自居’的课堂气氛下，学生既非“心理安全”又非“心理自由”，

他们对教师言听计从、百般依顺，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受阻而思维惰性和依赖性却受到助长。可见，

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教师首先必须放弃权威观念，最好能把自己的教学角色调整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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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聪明的学生”，把自己摆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上；其次，在教学中教师应实行民主领导与民主

管理，不断要求学生对自己的教学作出评价并提出意见和要求；最后，教师更应鼓励学生质疑问难

和动手探索，鼓励学生勇于向自己提出挑战。 

2、无条件尊重学生 

“无条件尊重”是心理学家罗杰斯的重要观点，它充分体现了尊重学生主体的人本观。由于受其

知识经验所限，或是以前所接受纵横信息数字化知识程度不一，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和纵横输入法理

论的学习中，有时会出现很多低级错误，甚至于表现的像一无所知这种情况。针对于此，教师应当

有耐性，要容忍、接纳，要以支持、鼓励的态度予以对待，必要时还应采取延缓评价之类的特殊措

施，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只有在这种尊重与接纳的心理气氛下，学生才敢于动手，敢于表达与

众不同的意见，才能养成不畏权威、独立思考的习惯；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无论多么荒唐和幼稚的

想法都不会受到耻笑，而独特的创见却会一再受到鼓励；还是只有这种心理相容的氛围才能保证学

生积极参与各种教学活动，做到主动参与、全员参与和全程参与。 

3、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研究表明，奥斯本提出的“脑力激荡法”是一种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的有效方法。在操作实施时

该方法提倡五大原则，即严禁批评、畅所欲言，设想方案、自由奔放，思维发散、多多益善，锦上

添花、融合改善，延缓评价。在课堂教学中贯彻“脑力激荡法”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小组讨论和合作

学习。通常在教师提出问题或呈现问题情境后，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各人从自己的思维角度提出解

决问题的方案。这样不仅能极大地拓宽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且每个学生的见解还能在其他同学

之间产生互动，能彼此激发问题解决的灵感，从而使学生的发散思维得到训练。在小学纵横信息数

字化教学中，无论是知识教学中的自习和讨论活动，还是上机操练都可以实施小组合作学习。 

二、重视个性发展，培养创造意志 

尊重个性发展，树立新型师生关系。 

尊重学生个性对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具有重要作用。教学中我十分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并贯穿

到整个教学活动中，树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如美国一位教育者罗伯特•马金所说：“当教师充分了

解学生，认识到每个学生的天才，启发引导学生不但成功地取得了超越他们过去水平的优良成绩，

而且达到了他们认为应该达到的预想目标时，使命中的要求就变得更加切实可行了。个性化教育成

为鼓励学生自信的工具，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它在师生之间创造了一种不同的责任制，即创造了

一种为保证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实质性改善而相互承担责任的精神”。  

我注重在实践中应用教育技术理论，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有能力学

习，并且愿意学好。在学生刚接触纵横信息数字化时，我都请学生回答一份问卷，以了解他们对纵

横信息数字化的掌握情况及对纵横输入法学习的态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表示他们愿意学好并希望

得到老师的帮助。我为孩子们的求知欲望感动，更加确信只要公正地对待学生，他们中的每一个都

能有所进步、有所创造。同时我还确信：充满爱心和个性化的课堂，是以促进达到最根本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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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在这样的课堂里，所有的学生不论学习好坏都应受到欢迎。上机实习课上，我把学生分

成小组，学生在小组里共同讨论问题，学会尽情地思维、用心地学习，大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表达自己的观点，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在小组里，学生逐渐意识到：学习需要团结协作而不只是

竞争，进而感到全班同学、学校乃至国家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决不能仅仅考虑个人进步、成功

与否。平时，我则尽可能地了解学生，并且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种学生可以感受到尊

重、信任和鼓励的环境中，他们可以精力充沛地学习，全神贯注地获取知识和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动手操作能力 

纵横信息数字化课程是一门操作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上机教学在整个课程教学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发展学生的创造性动手能力成为该学科创造性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教师采取科学的

上机教学策略能够提高学科渗透，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动手能力。 

1、以模仿促创造 

小学生计算机动手能力可分为由低到高的四种水平：模仿能力、再造能力、迁移能力和创造能

力。他们的纵横信息数字化动手能力的发展具有以模仿能力为主，以再造能力、迁移能力为辅并表

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的特点。同时，还表现出沿着从模仿～再造～迁移～创造过渡发展的趋势。教师

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促进学生实现从模仿动手能力向创造性动手能力的逐步过渡。为此，教师应

从两方面着手。其一，优化模仿过程的两个成分—一观察与仿效的教学效果。学生在正式模仿教师

的示范操作之前，教师应要求他们口头报告所观察到的示范操作程序或步骤，使学生在头脑中实现

从命题表征到产生式表征的转化。当学生描述有误时，教师就要给予及时纠正，直至他们形成了正

确的认知之后，才许可进入实质性仿效操作阶段。其二，滚动发展，适当拔高。当学生积累了一定

的成功模仿经验，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些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以后，教师就应适时适量地布置一

些较高要求的操作任务，提供一些需要一定的创造性才能完成的练习任务，促进其创造能力的发展。 

2、以应用促创造 

创新教育要求下的上机教学提倡让学生在应用中创造，在创造中体验成就感。为此，教师必须

注重技能应用和迁移环节的教学，强化纵横信息数字化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加强从课内到

课外的纵向联系，鼓励学生利用纵横输入法发展个人兴趣和特长爱好。 

    创新教育强调各学科间的横向联系，淡化学科界限，鼓励学生把在某学科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嫁接”或“移植”到其他学科，以解决这些学科的实际问题。在小学纵横信息数字化课程的教学中，

这种“嫁接’和“移植”机会是很多的。比如，纵横输入法自定义词组本身就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一个极

好手段。学生只需要学会纵横输入法教材上介绍的自定义词组的方法，巧妙地加以组合就能编出多

样的词组，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教师应多布置一些具有跨学科联系性的任务，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纵横信息数字化这门特殊学科的教学中，教师应大胆地改革原有

的教学模式，贯彻新的教育理念，使教育的发展产生质的飞跃，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造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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