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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思辨能力培养的创新实践研究

孙　莹

辽源市第十九中学校  辽宁沈阳　136200

摘　要：语文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承担着语言训练与启蒙思维的双重使命。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改革背景下，

初中语文教学面临内容转型与能力导向并重的挑战。思辨能力作为语文学科素养的内在支撑，应成为课堂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初中阶段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重要性，提出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创新实践策略，旨在

构建高质量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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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要全

面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强调思维品质的基础地位，

语文课程重心正从“知识为本”转向“素养导向”。教师

构建真实开放的课堂环境，能促使学生在完成多维度任务

中形成独立思辨能力。因此，教师应积极探索语文课堂创

新路径，以落实课程标准要求。

2. 初中阶段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重要性

2.1 助力思维跃升，提升学习成效

初中阶段学生思维处于从具体向抽象过渡的关键时期，

思辨训练促使其在面对问题时透过多维角度分析内在逻辑，

而不再停留于直观判断，提升其把握问题本质的能力。随

着学生分析问题的角度日益丰富，不再被动接受零散知识，

逐步形成系统梳理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的意识，构建层次

分明的知识框架，持续反思不断改进分析问题的方法，有

效提升自身思维高度 [1]。思辨能力增强还促使学生主动建

构知识体系，在分析、归纳中形成内在掌控力。学生思维

品质变化最终作用于学生学习成效，学生思维更具连贯性，

理解更具深度，解决问题的路径更有条理。长期积累下，

学生形成稳定的认知风格，保持高度课堂专注，进而提升

学习效率。

2.2 激发创新火花，拓展认知边界

创新源于常规认知重构，处于思维模式迅速变化阶段

的初中生，面对复杂模糊的信息时，展开有序分析能打破

惯性认知的局限性，识别其中隐性逻辑。教师在初中课堂

中为学生提供“创新”机会，可以帮助学生使用开放性思

考模式，使学生不再单纯依赖直觉，积极探寻多元视角下

的新可能。不轻信既有答案的认知姿态，让学生形成以质

疑为起点、以创造为导向的思维路径，自然诞生创新意识 [2]。

教师借教学活动培养学生思辨能力，使学生具备识别深层

问题的能力，从固化范式中脱身，主动突破认知边界。

2.3 增强判断能力，明辨是非曲直

教师培养初中学生思辨能力，可以帮助学生养成理性

甄别多方观点的意识。处于价值观初步形成阶段的初中生，

在思辨训练中逐步理解观点之间存在复杂的逻辑差异。教

师在课堂中融入思辨训练活动，让学生学会自主设定判断

尺度、权衡证据强度，逐步摆脱直觉性随机判断，推动其

建立相对稳定的认知立场，让判断行为成为一个有逻辑起

点可反思修正的动态过程，确保学生面对纷繁信息时能够

作出具有理据支撑的选择 [3]。思辨不是简单的对错裁决，是

形成一种面向复杂现实的判断，使学生拥有方向感。

2.4 提升沟通效能，促进人际和谐

初中生认知发展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背景、

价值取向的交往需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渗透思辨训

练，促使学生表达自我时更加关注语境适配性，逐步形成

条理清晰观点鲜明且具包容性的表达习惯 [4]。同时倾听也使

学生更易察觉他人言语的潜在逻辑，减少片面理解与误判

带来的冲突风险。随着学生认知视野不断拓展，逐渐形成

理性接纳“异见”的能力，不急于反驳不陷于固执，以求

解为导向展开建构性对话。沟通因思辨而具备更高的逻辑

含量，协商因理解而趋于高效和谐。这种基于理性尊重的

沟通方式，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质量，为维持良好的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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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注入稳定的心理基础 [5]。

3. 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创新实践

3.1 问：设疑启思激活探究欲望

设疑启思是以问题为引导激发学生思维活动的引导方

式，其核心在于借助问题打破学生对文本的表层认知，促

使其进入深层思考状态。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采取以问题

激活学生思维的方式，有助于打破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状

态，促使其主动调动已有知识，围绕问题展开联想推理。

教师引导学生在问题中发现知识空白产生求知渴望，构建

“想知道—想弄懂—想表达”的内驱路径。教学实践中，

教师坚持问题引导可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生态，使

课堂由静态传授知识转向动态思维建构，为学生思辨能力

持续生长提供稳定土壤 [6]。

“归纳问题、得出结论”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重心需

从单纯提出问题转向引导学生理清问题的内在逻辑，并形

成观点明确的思路。七年级上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以童年经历为线索，串联两个空间。教师基于图 1 思路在

文本阅读环节设计具备情境张力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会

把百草园称为‘乐园’，而当他告别它时却用了‘我不能

常到百草园了’这样略显沉重的句子？”，设问意在打破

学生对文本片段的平面认知，引导其转变思考方向，唤起

学生对人物心理、情境变迁关注，促使学生在探寻答案的

过程中不断积累证据，强化学生细读文本的意识 [7]。教师

应组织学生分析百草园段落中看似琐碎却富含情趣的描写：

油蛉在这里低唱、蝉在这里弹琴，这些极具画面感的细节

具备强烈的引导作用，让学生透过语言察觉儿童经验的自

由流动性。相较直接灌输观点或灌注信息的教学方式，设

疑启思所倚重的是以设问带动学生寻找答案。教师借设问

打开文本，使之不再是封闭的叙述，成为可进入可追踪的

思维现场，让学生于持续追问中，体会问题不是终点，而

是通向理解的过程，使学生习惯于用“寻找依据”的方式

回应问题，用“回到文本”的路径应对疑问，在不知不觉

中深入掌握文本内涵。问题精准性与开放性并存，是促成

学生思辨的关键，确保学生意识到问题的价值形成探究欲

望 [8]。教师不直接给出答案，借层层递进的问题，引导学生

产生“我想知道”的心理状态，使课堂活动成为驱动学生

思维发展的引擎。

图 1. 问题引导思维发展

3.2 比：并置文本拓展思考维度

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比较不同文本、不同

人物、不同情境，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思维深度。对比思

维促使学生基于多元角度做出判断，促使其跳出单一视角

建立多维立体的认知结构。并置比较模式下学生辨析语言

表层的差异，同时逐步掌握在内容、结构、语境、情感层

面提炼共性或揭示对立的能力。教师运用比较归纳教学策

略，能促使学生在差异中寻找联系，在共性中发现特殊，

激发学生对文本背后文化意蕴的深入思考。

《陋室铭》与《爱莲说》作为七年级下册中的经典古

文文本，题材不同但内含精神品格与价值取向却存有深层

共通性，这一并置条件为教师引导学生开展比较分析提供

内容基础。两文皆以“物喻人”，《陋室铭》借“陋室”

映射高洁人格，“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以简陋空间映衬

人格的丰盈。《爱莲说》则以“莲花”象征君子之风，“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达品格纯粹理想。二者语

言均凝练蕴藉富含哲理，且具有超越世俗的精神归属，适

合作为比照载体。教师需组织学生围绕“所喻之物的选择

与象征意义”“表达方式与语言风格的异同”“文中体现

的理想人格类型”三个维度展开思考 [9]。

（一）喻体选择

教师可带领学生对比“陋室”与“莲花”分别具有怎

样的内涵？其承载的价值象征有何异同？促使学生在文化

符号背景下理解物象指代，思考文本背后主张的人格理想。

（二）表达方式

鼓励学生自主比较《陋室铭》整齐对仗、句式递进的

骈文风格与《爱莲说》叙议结合、情理交融的议论文体结构，

从文体风格层面思考语言形式对思想表达的影响。

（三）人格理想

该环节学生需要聚焦“德馨”“不染”“不妖”“不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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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归纳作者借物抒志的主张，并思考为何不同历史文

化语境下“君子”理想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表达方式。

教师借比较归纳引导学生从内容层面切入，逐步延展

到形式、语言与文化层面，促使其跳脱文本表层叙述，构

建横向比对与纵深挖掘的认知通道，让学生在辨析中提炼

观点，在权衡中生成判断，在归纳中形成结论，实现由感

性理解向理性思维的过渡。

3.3 辨：观点交锋锤炼辩论能力

思辨讨论作为激活学生思维张力的重要路径，其核心

在于引导学生围绕具有争议性问题展开有理有据的表达反

驳。真实对话中学生需不断整合文本信息、识别逻辑漏洞，

并据此调整观点立场，语言与思维双向互动，有效突破单

向接受的认知惯性，促使学生在分析反思中打磨思维严密

性。教师在课堂上设置具备讨论价值的议题，可以帮助学

生在观点对立中厘清文本主旨、辨析人物动因，强化其逻

辑推理能力。教学实践中，思辨讨论是语言能力训练场，

更是思维品质养成地，推动学生从感性认同走向理性表达。

在《桃花源记》的教学中引入“观点交锋”，有助于

突破静态讲解的认知限制，使学生在多角度争鸣中生成批

判性思维。八年级下册《桃花源记》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世

外桃源”图景，然而这一封闭世界与现实社会的断裂关系，

也为教师设计辩题提供切入点。文本中“黄发垂髫，并怡

然自乐”与“后遂无问津者”的结局构成某种张力，体现

理想社会的吸引力，同时暗示其与现实之间无法逾越的距

离，教师可据此设置辩论主题“桃花源是否真的是理想社

会？”。围绕此辩题，教师需引导学生分组立论。

正方观点：桃花源代表真正的理想社会，依据是文中

描写“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反方观点：桃花源表面宁静实则封闭与脱离社会，忽

视个体进步，且其居民“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

来此绝境”，本质上是逃避现实。

双方围绕“理想社会应具备哪些要素”“个体自由与

社会秩序如何平衡”“避世与入世之间是否存在张力”维

度展开论述。教师要不断提醒学生引用文本语句支撑立场，

以“问今是何世…无论魏晋”佐证桃花源封闭性，也可对

比“后遂无问津者”与“渔人为何选择离开”激发学生对

价值取舍的深入探讨。教师在语文课堂中设计立场鲜明、

逻辑清晰的思辨训练，能帮助学生建立以文本为依托、以

理性为支撑的认知模式，将语文学习从积累知识转化为系

统培育学生价值判断能力，在观点交锋锤炼其思辨能力。

3.4 创：重构语境激发思维张力

语言是表达的工具，更是思维生长的容器。创意表达

强调在已有经验基础上，重新建构语境形成个性化的表达。

语境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成机制，由具体的语言情境、文

化背景与交际目的构成，承载文本的思想逻辑。当教师变

换语境，可以使文本人物、事件或情节脱离原有叙事框架

转入新的设定，学生回应这一“突变”时，必须调动更高

阶的创造能力，完成新旧意义转换 [10]。教师在教学中借助

语境重构，引导学生跳出文本框架有助于拓展其语言运用

维度，提升思维灵活性。

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乡愁》以层层递进的意象构建

时间与空间双重的语境，诗人以具体的实物寓托抽象情感，

以“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的结构复沓，形成高度凝练

而极具思辨张力的诗歌表达。教师引导学生在理解原文表

达逻辑的基础上完成延展性转换，可以唤起其对“表达与

思维协同关系”的认识。基于诗歌“空间阻隔”与“情感

延伸”的核心意涵，教师应鼓励学生创设新的表达语境，

将“母亲”转化为其他意象，以“我在这头，xx 在那头”

的结构生成新文本，并构思替换“邮票—船票—坟墓—海峡”

式的意象系统，在新的语境设定中完成自我表达。学生需

重新思考“乡愁”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含义，探讨在新角色、

事件背景下，原有结构是否仍具意义、是否应进行语言变

形，不断质疑既有认知打破原文本中单一视角的表达逻辑，

从接受型思维向创造型思维的跃迁。重构语境的本质不是

表层替换练习，学生面临的不是“怎样写得像”，而是“怎

样写得通”“怎样写得新”。诗意表达的张力在于忠于原

理的同时破除固知，创意写作训练成为思辨意识成长的重

要媒介。

结束语：语文教育实践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不是附

加教学环节，应融于读写之间，嵌入课堂细节之中。教师

是问题的引导者，也是学生思维唤醒者，应善于构建生成

性语文课堂，让学生在探究中表达，在表达中生长，跳脱

知识灌输的框架转向锻造思维，引领学生探究文本背后深

层含义，使学习真正成为学生理解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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