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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由于传统模式的灌输式教学、
对语文进行标准答案的束缚、以及对思辨思维能力内在价值的忽
视，使得高中生在思辨能力的发展中屡屡受挫。针对这种种问
题，都进一步导致了高中生在语文分析、思维判断、抽象推理
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能力的欠缺。要想充分的改善这一问题，
还需要教师能够在切实的语文教学中，对思辨能力的内在价值进
行思考与分析，进而与教学紧密结合，提升高中生思辨能力，
促进其语文素养以及其长远发展的保障。

1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思辨能力的内在价值
培养高中生思辨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培养高中生思

考、辨析、判断、推理的能力。一个人只有充分的具备良好
且具有正向思维的思辨能力，那么就可以通过自己自觉性的思考
以及理性的分析，从而做出对个人、对集体、对社会更为有利
的事。由此而言，在高中生阶段中对其培养思辨能力是最佳时
期，也是其这一时期最需要关注的一点。在高中语文的教学
中，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课文
进行深入的探究与思考，来对其思辨能力的培养，但在日常普
遍的教学中，很多教师往往都忽略了这一点，最终导致学生的
思辨能力有很大的欠缺，导致其在对事物进行思考与分析时出现
更多的错误，更甚至导致学生不愿思考、不愿分析的悲观心态。所
以，教师需要通过对思辨能力的内在价值与重要意义进行深入的
思考与探究，从而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进行充分的运用，使得学
生在语文的学习中、在与教师的关系互动中、在教师的指向教导
中，让学生能够养成要思辨、喜欢思辨、爱思辨的深刻主动意识，
从而使得学生具有更高的语文素养，具有更强的理性思维[1]。

2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思辨能力的措施策略
2.1 培养和谐平等师生关系，让学生敢于思辨
要想更加全面的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打好基础同样也显得

尤为重要，只有让学生敢于思辨，才能够在这一基础之上给予学
生对思辨进行更多的思维拓展与心理接受，才能够让学生可以更
为顺利且高效的对思辨能力进行乐于接受的提升与加强。要想打
好这一点基础，还需要教师能够在自身上摒弃以往传统教学中对
师生关系的刻板印象，能够培养和谐平等友善互助的师生关系，
从而让学生与教师可以平等对话，由此才能够让学生敢于和教师
深入交流，提出质疑，产生思辨的意识[2]。

例如：在教学《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时。教师
可以通过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友好对话以及话语中的深刻内涵为引
导，来进一步增加师生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通过学习课文可以
知道孔子的四位学生对孔子的问题都做了不同的回答，而孔子通
过其学生的回答都能够用微妙的表情以及简单的语言来进行回复，
由此可见孔子对学生的了解之透彻。教师也可以通过询问学生同
一问题，来让学生分别进行思考与回答，从而既能够充分的学习
课文，也能够让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更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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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激发兴趣加以鼓励引导，让学生乐于思辨
在能够让学生敢于思辨之后，教师进一步的可以通过对学生

进行思辨的兴趣激发培养，并对学生的思辨加以引导与鼓励，让
学生能够在思辨的过程中体验到思考的快乐以及推理结果的成就
感，从而可以进一步使得学生喜欢思辨、乐于思辨。同样的，这
就需要教师能够放下教师的威严性，并给予学生更多的语言空间
与思考时间，让学生在与教师进行平等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多发表
自己的思想，并且让学生在对课文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有更多
思考的时间，从而让学生在思辨上有很好的发挥。

例如：在教学《庖丁解牛》时。教师可以通过利用丰富的故
事性语言对这一课文进行讲解，进而提升学生的对庖丁解牛这一
过程的兴趣，可以通过问题来引导学生“文中是如何描绘庖丁的
技艺高超的？”“庖丁的技艺是如何这样高超的”以及“文惠君为
何说‘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进而可以让学生在进行课
文阅读与学习时，并对课文的内容进行内在的思考与推理，从而
通过教师的鼓励与引导可以使其在回答问题时体验到思考的乐趣
以及分析问题的成就感。

2.3加强思维拓展思维创新，让学生巧于思辨
要想让学生能够做到巧于思辨，首要的一点就是教师需要与

学生形成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由此与学生进行友好且激烈的思
辨对抗，来进一步培养学生善于思辨、巧于思辨的能力。要想充
分的进行这一过程，教师还需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在课
堂上给予学生思维上的拓展以及对其创造创新能力加以培养与提
升。在高中语文课堂中，除了感性的思维认识之外，还要融入进
更多理性的思维思考，通过感性与理性双重培养，让学生既能够
具有丰富的敏感度，也能够对其进行理性的判断[3]。

3　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高中生在实际学习中存在普遍缺乏思辨能力

的这一不良现状，需要广大教师的集体努力对之加以改善。通过
深入探究语文教学中思辨能力的重要价值，并与实际的教学相结
合，通过培养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教学中加以鼓励引导，进
一步拓展其思维能力，来培养学生敢于思辨、乐于思辨、巧于思
辨的主动意识与积极行为，进而让学生的思辨能力在更多层面上
得以充分的提升与加强，让学生能够在对内在探究以及对外探究
的思辨中体验到思考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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