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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中阶段，语文与其他学科不同，语文当中蕴含的知识

和技巧复杂多样，涉及到的知识领域较广，并且还需要学生具
备一定的听、说、读、写等能力。因语文教育当中包含了思
维语言两大教学板块，教师在开展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
需要锻炼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还要将文章中的知识点运用一系
列图示技术把本来不可忽视的思维呈现出来，并且还要重视对学
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和教师应针对培养学生思维能
力以及语言应用能力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并有效培养学
生思维能力以及语言应用能力。

1  中学语文教育中思维可视化的实践现状
1.1教学观念与教学实践不一致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新课程改革理念逐渐融入

到教育事业当中，而大多数语文教师对新课改教学理念也有了一
定的了解和认识。但教师在开展语文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并
没有将新课程教育理念实施到语文课堂教学当中，也没有将语文
阅读知识和技巧进行列图，使学生能清晰了解语文阅读技巧和知
识的形成，但教师并未将语文阅读技巧和知识进行可视化，进而
教师也无法有效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1.2未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越来越多语文教师学习新课改教学理念，

并对学生开展语文课堂教学。但我国大多数语文教师受我国教学
理念的影响，教师在语文课堂当中的教学主导地位要高于学生的
地位，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和以为技巧过程中过于被动，而学生
被动学习时教师无法有效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也
没有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情况，为不同学生利用思维可视化方式进
行讲解，导致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无法自主进行独立思考和分
析。虽然教师为学生在课堂当中预留出充分的讨论和分析时间，
但大部分学生并未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认真思考和分析，而这种
课堂教学形式，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更无法培养学
生语文思维。

1.3教学模式过于单一、形式化
教师开展的语文课堂教学，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学有所

得，并培养学生较强的综合能力。但部分教师在开展语文教学活
动过程中，过度将语文教学形式进行创新和改革，虽然新的语文
教学形式能调动语文课堂的学习气氛，但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和
语文技巧时，观看教学视频的时间多于实践，教师也没有积极为
学生开展思维可视化方式进行教学，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无法有
效提升，而教师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2  高中语文教育中思维可视化的发展路径
2.1对语文教学展开研究
在新时期背景下，学生的学业十分繁重，这给学生带来了极

大的心理压力，不健康的心理压力会导致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受
到一定限制。因此，教师在开展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定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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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行为进行考察和分析，注重对学生语文知识和
语文技巧的教学，也要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的培
养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为不同学生运用列图技术将语文阅
读知识和技巧进行展开教学，加深学生对知识和技巧的记忆。同
时，教师自身也应具备积极的教学热情，将积极的一面传授给学
生，提高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和
技巧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语文思维能力以及语言应用能力。
但教师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以及语言应用能力时，语文教师自身
也需要具备良好的语文思维和语言应用能力，还应学习思维可视
化教学方式，只有教师有效掌握了思维可视化教学方式，才能对
学生展开针对性的教学，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才能进行针对性的解
决和指导，进而有效在语文课堂教学当中培养学生语文思维能力
以及语言应用能力。

2.2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教师在培养学生语文思维能力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展开语文课堂教学时，应对学生在思考
和分析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将语文知识和技巧利用列图技术展开，
并引导学生如何对语文知识进行分析和思考，使发现语文文章当
中的主要思想和情感，从而使学生能对语文知识进行深层次的思
考。另外，教师在培养学生语文思维时，要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
语文思维广度，不断引导学生进行语文知识的积累，只有学生不
断积累语文知识，才能更好地培提升自身语文思维广度。例如，学
生在学习唐朝杜牧的《泊秦淮》时，教师指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阅读杜牧的其他文章，并对文章背后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深刻的认
识和了解，最后教师在引导学生对语文教材当中的作品进行学习，
不仅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当中的情感和思想，还能充分认
识到语文思维对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师培养学生思维

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对学生今后学习语文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和意义。因此，学校应积极根据新课改提出的要求，将语文
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并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将
课堂教学模式可视化，而被可视化的"思维"更有利于理解和记
忆，使学生并不断深入学习和扩展语文知识面，进而更好地培养
学生语文思维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靳若.浅析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J].科学

咨询(教育科研),2020(09):256.
[2]张燕.探讨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J].中国

新通信,2020,22(14):212.
作者简介：
张小筱（1986.03-），女，汉族，江西新余人，新余市第一

中学，中学高级，本科学历，研究方向：语文教育、阅读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