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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性是指在问题情境中超越既有经验，突破习惯限制，形成崭新观念的心理过程，是推动社会不断发

展的动力源泉。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交织发展的今天，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值得教育工作

者思考的永恒课题。本文以《线性代数》课程教学为例，通过丰富教学内容、优化课堂教学设计等手段，

从提升思维层次、丰富思维角度、激发学生探索欲、提升学生学习动力、联系生活实际五个方面浅谈培

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策略，从微小的数学知识点中迸发出创新的动能，智慧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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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ity refers to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ranscending existing experiences, breaking 
through customary limitations, and forming new concepts in a problem. It is a source of mo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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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oday’s intertwined development of exam oriented 
educ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is an eternal topic 
worthy of educators’ consideration. Taking the teaching of Linear Algebra as an example, this ar-
ticle discusses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hinking, enrich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inking, stimulating students’ ex-
ploration desire,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nnecting with real life, through 
enrich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optimizing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to burst out innovative ki-
netic energy and wisdom sparks from small mathematical knowledg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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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社

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不断提高，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如何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才。2016 年 9 月，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在北师大举行成果发布会，明确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其中“创

新能力”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2]。2022 年 1 月 26 日，怀进鹏部长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国家迫切需

要创新育人模式，突破常规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着力加强基

础研究人才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显然离不开创造性思维。 
数学，是对现实世界中客观现象的高度抽象表达，是相对中的绝对。从人类早期活动中图形与算术

的建立，到如今代数、几何、微积分等理论在科学、工程、医药、经济等领域的应用，数学的理论体系

已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由于其“简单且复杂”的抽象特征，大多学生在学习数学这门课程

时望而生畏，浅尝辄止，不愿跨入深度探索数学世界的大门。然而，当前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科学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愈发突出，其远端根本原因在于基础理论

的匮乏，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理论是科技创新与应用的强有力工具，是创新型人才具备创造性思维、创

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3]，应当把这类基础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当作攀登科学高峰的基石。这

就要求在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探索数学的兴趣，在探索中发现数学之美、数学之趣，进而

培养更多具备创造性思维、创新性活力的人才。 

2. 高校创造性思维培养现状分析 

有研究者指出目前中国高等学习高校数学教学侧重应试教育，教学上强调知识点讲解、理论推导及

计算方法，但是在创新性教育方面存在明显不足[4]。近年来，诸多数学教育工作者对数学课程建设与教

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方面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

层面：1) 学校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工作力度不够，倡导力度不足。由于评价机制问题，诸多学校都存在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追名逐利兜底式的教育压制着青年教师，学生

的生机活力。其次，高校对于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不够重视，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将类似的思维训练课程

边缘化，更多的将重心放在实用高效的课程中，以致创造性思维的缺失。2) 中学数学与大学数学衔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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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高中数学主要依据高考考点来设计授课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其直接结

果就是学生的数学知识结构存在缺陷[5]，进而导致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时存在思维鸿沟。3) 教师固步自

封、因循守旧，“以教师为中心”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1]。教师为了保证教学进度，完成教学任务，按

部就班，不愿吸收新的教学理念，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忽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人翁地位，以致学生没有

思考探索的空间，而只能被动的接受。当教师停下打破陈规陋习的脚步，学生自然也没有创造的动力。

此外，受到外部教育环境的影响，诸多教师可能自身也同样缺乏创造性思维，针对教师的创造性思维教

育培训工作也不容忽视。4) 学生投入学习数学的时间少，主观能动性普遍偏低[5]。一方面，应试教育带

来的学习理念深深烙印在心，在学习较差的学生心中“60 分就行”、“考过即可”等观念颇为流传，而

优秀的学生不断追求极致，“考第一”甚至“考满分”等思想极大程度消耗了学生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动

力。另一方面，从中学到大学长期形成的被动接受的学习习惯，使得大多数学生缺乏完整的自我认知，

以致对于所学数学知识无法提出有效的问题，进而没有自我探索的过程，也就没有创造性思维的产生。 

3. 创造性思维培养策略探讨 

针对高校数学教学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困难，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数学课堂教学效果，下

面以《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为例，提出以下几点策略： 

3.1. 结合哲学思想，提升思维层次 

中华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数学理论的发展虽然过去更多的来自西方文明，然而在中华

文化中，诸多思想无不体现着数学思维，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再到西汉扬雄《太玄经》：“玄生万物，九九归一”等典故，都能清楚地展示数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例如，《线性代数》中行列式概念的推广，从二阶行列式到三阶行列式，再到 n 阶行列式定义，其

推广思想与老子的观点相互映衬；此外，对于空间维度的推广也同样体现着这一思想。 
又如，《线性代数》中关于逆矩阵的定义的理解： 
定义 n 阶方阵 A 称为可逆的，如果有 n 阶方阵 B ，使得 AB BA E= =  (其中 E 为单位矩阵)，则称 A 为

可逆矩阵， B 为 A 的逆矩阵。 
显然地，如果直接讲述上述定义，很难剥离其抽象的外表，学生也难以理解记忆。然而，稍加以分

析可知，逆矩阵概念本就讲述的是矩阵乘法的逆运算，这便容易联系到初等数学中关于实数乘法的逆运

算，即对于一个实数 0a ≠ ，有 1 1aa− = ，其中 1a− 即为乘法的逆运算。由初等数学中的例子来讲述逆矩阵

的定义，直达本质。上述思想也正与扬雄的“九九归一”思想遥相呼应。 
俗话说，“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为让学生感受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波澜壮阔，

作为教育工作者，就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哲学思想，提升学生的思维层次，拔高看问题的角度，以至

提出新的观点，展现数学理论别样的魅力。 

3.2. 打破固有思维模式，丰富思维角度 

由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知识抽象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课堂教学方法延续着传统手段，与学生

互动少、满堂灌、课堂氛围不活跃等现象较为普遍，教师提供的思维角度单一，教学效果较低。而对于

学生来说，面对满堂灌的数学理论知识，“数学就是做题”的观念深入人心，看待数学问题逐渐形成了

固有思维模式：数学理论–习题，忽略了学习数学课程的关键在于对教材中定义、定理的理解记忆。 
例如，在《线性代数》中学习行列式时，学生很容易陷入到对行列式计算的例题，习题研究学习中，

往往忽略了行列式的定义以及本质的理解，以致计算出现错误的概率大增。从 n 阶行列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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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不难看出行列式的本质是一个数值，这一结论极易被学生所忽略，这也是固有思维造成的。

作为数学教师，就应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纠正学生学习数学的错误理念，减少习题作业的布置量，让学

生形成：数学理论–习题–数学理论的思维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到思考数学理论本身。 
又如，《线性代数》中讲述行列式的展开法则时，当以三阶行列式为例讲授了行列式的按行按列展

开法则： 

11 12 13

21 22 23 11 11 12 12 13 13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此时，为了更加深入理解其本质，就应更换思维角度，将上述结论进行逆向思考，提出如下逆向问

题： 

21 11 22 12 23 13 ?a A a A a A+ + =  

上述问题锻炼了学生的逆向思维，强调了“=”不仅可以从左往右看，同时也可以从右往左来理解，

打破了学生的固有思维，丰富了思维角度，进而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3. 还时间于学生，激发学生探索欲 

数学课堂其实本不需要过多冗长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将本就稀少的教学时间交还于学生，设计每堂

课 5~10 分钟的思考环节是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让学生在猜想、思考等过程中训练思维，提出

问题，进而主动探索。 
例如，《线性代数》中在推导逆矩阵计算公式时，当已经证明了性质 *AA A A A E∗ = = 时(其中 *A 为

矩阵 A 的伴随矩阵)，此时就应将逆矩阵的定义与上述性质展示在学生面前，即 

* *

AB BA E
AA A A A E

= =
 = =

 

通过给与学生 5~10 分钟的思考时间，教师积极引导，对比上述两个等式的形式，让学生不断探索，

进而得出逆矩阵的计算公式： 

1 *1A A
A

− = . 

这样的思考过程，给学生带来别样的研究探索体验，既讲述了逆矩阵的计算公式本身，同时加深了

对逆矩阵定义的理解记忆，可谓一举多得。 
通过这样的思考探索过程，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学习过程中的主人翁地位交还给

学生。 

3.4. 教学设计激励环节，提升学生学习动力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学课堂很难摆脱沉闷的氛围。然而，数学课堂中需要学生学习情绪高昂，

智力活动呈最佳状态，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至激发创造性思维。 
例如，在课堂教学设计中，通过增加 5~10 分钟的练习，展示对比，评讲环节，尽可能发挥更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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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能动性。其中，展示对比环节是核心，比如在完成一道练习题后，利用增加平时成绩这一手段，

可以让所有学生将答题结果拍照上传到互动平台，通过展示对比抓出典型，既激励优秀的学生更加积极

向上，又鼓励落后的学生认识自己的差距，努力迎头赶上。 
又如，在课后作业布置中，不同的教材里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打印错误，同样利用增加平时成绩这

一手段，通过设计课后让学生寻找教材打印错误这一过程，让学生不光专注课堂 PPT 的讲述，同时熟读

教材，深刻理解理论知识。 
通过上述对比激励机制，让学生劳有所得，激发其学习动力。 

3.5. 联系生活实际，让数学知识不光“顶天”，还应“立地” 

作为数学教师能够深切感受到诸多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排斥，“数学知识只能用于买菜”，“数学

无用论”等言论更是甚嚣尘上。由于数学理论本身的抽象性，导致数学知识总是远离实际生活，以致很

难感受到它的存在。然而，数学作为书写宇宙的符号，无形的存在于我们身边，看不见摸不着，但不断

推动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作为教师，就应把数学更多的应用案例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真实地感受数学无

处不在，进而让学生的思维“立得住，看得远”。 
例如，在介绍《线性代数》中的核心知识点线性方程组的过程中，就应在教学内容中设计讲述线性

方程组的应用案例。比如，在石油勘探过程中，地下的探测设备不断对地下岩层产生压力，岩层受力后

反馈的数据信息通过探测设备传输回控制室，进而计算机利用数据进行数学建模，产生了成千上万个线

性方程组，系统通过对线性方程组的求解，从而判断该地点是否存在石油。上述案例非常清晰地展示了

线性方程组这一数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让数学知识不再空洞乏力。 
又如，《线性代数》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章节中，研究形如 1n nx Ax+ = 所描述的动力系统的长期行为或

演化进程，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掌握矩阵 A 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该案例在物理，化学，生物，金

融工程等领域都有应用，对于预测未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数学教师，就应具有将数学理论联系到实际生活的能力，为学生牵线搭桥，让数学知识“顶天

立地”。 

4. 结语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作为基础学科之母的数学，其探索过程对激发整个社

会的创造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个人教学经验，从提升思维层次、丰富思维角度、激发学生探

索欲、提升学生学习动力、联系生活实际五个方面探讨了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策略，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丰富课堂内容，优化教学设计，让老师与学生互动起来，碰撞出更多新思想，新理念，新动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人工智能 + 教育”将是值得探讨

的重要发展方向。近期由美国 OpenAI 发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将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插上

腾飞的翅膀。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逐渐替代掉诸多现有成熟知识的传授，更多的教育内

容将会停留在创造性层面，教育方式也将愈发重视探索创新，这便也凸显了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未来

如何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相融合，改变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如何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促

进师生共同成长，进而萌生出更多的创新理念？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等等这

些都将是未来教育研究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在世界高速发展的今天，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比其他任何时

候都显得十分重要，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感受到身上的担子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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