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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思维能力的培育，提高语文学习兴趣
刘　颖

（桂林市第十三中学，广西 桂林 541001）

概括：在语文学习上，学生只是单纯的应付甚至敷衍了事，真正发自内心的去学习思考的极少，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往往过于依赖书

本，没有创造性，只是接收知识，而不能将知识及时吸收转换为自身的能量。而这不符合教育的本质。所以语文思维的培养在教育改革

上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也是大势所趋。语文思维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提高教学质量；

而且可以提高学生众多的能力如观察能力、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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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特说：“学校的存在总要教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

思维能力。”宋代教育家程颐则认为：“为学之道，必在于思。”

自古以来许多大家认为思维能力是推进科学进步和社会文明学习

和思考重要因素，可以说一个国家真正站在世界之巅，就必须造

就出既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又善于科学思维的创造型人才。学校就

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部门。在众多学科当中，语文学科具有丰

富的人文魅力，在教学过程中几乎涉及到了人类的各种思维类型，

所以在教学中既要注意到每个发展阶段培养的重点，也要注意到

各种思维之间的互相渗透，让学生的各种思维能有循序渐进的提

升，逻辑认知更有层次。这就是语文科的思维本质。

一、教师秉持积极态度培养学生语文思维 

语文教材是情感传播的载体，所选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典

范之作，能使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得以提升，思想上产生

震撼，在心灵上得到质的飞跃！许多典范之作之所以典范，恰恰

也是能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像刘敬智的《始终眷恋着祖国》中

那惆怅浓郁的爱国情；朱自清《背影》中那催人泪下的父子情，

余光中《乡愁》中那强烈忧郁的思乡情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渗

透着作者真挚深厚的感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必须钻研教材，

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做好充足的准备，以饱满的情绪，积极的

态度开始语文课堂的教学，学生自然而然会容易被带动进去，从

而对学生的学习思维敏捷能力加以培养，使得学生语言思维能力

的培养更为高效。

二、教师的语言可以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工具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或工具，黄亮生说：“形象思维主要是人

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事物表象进行取舍时形成的，是一种只

用直观形象的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感觉和知觉是形象思

维的基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好语言设计，重视感知，将会提

升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一个优秀的教师的职责要带学生“去解读，

去感悟，去冥想……”，嗅出书中的人文气息，去享受书中散发

出来的文化乐趣。在此过程中学生学会思考，更好的认识世界。

语文思维就成了学生了解世界的桥梁，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在语文

学习中得到的讯息，及时调整思考维度，有效探究，整合信息点，

然后进行适当有度的归纳总结。古代诗歌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凝

练而有隔阂的诗歌语言中优化情景，直接获取清晰的印象，这种“直

接印象”笼罩着艺术的美，为学生展开想象做了十分有效的心理

上、情感上的铺陈，甚至使之处于一种呼之欲出的状态中。岑参《白

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诗歌以西北边塞的奇寒雪景为背景，

以咏雪为主线抒发送别之情。首联勾画出了一幅雪花漫天飘舞而

颔联则是“千古传诵的咏雪句”，诗人大胆想象，写出了边塞特

有的奇异风光，通过他笔下生动的刻画我们由眼前的景色而展开

的联想：窗外银装素裹的树木，被那猛烈的春风，一夜之间竟吹

开了千树万树的梨花，望着这大好春光之中，诗人心中无比惊喜！

而“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这句话可谓神来一笔：

酒宴散后，把朋友送出辕门。此时日暮时分，大雪纷纷飘落，茫

茫雪原中一杆红旗却纹丝不动。“掣”字准确的描绘出这样的情形，

也可以想象得到在寒风中毫不动摇，威武不屈的旗帜形象就是边

塞将士英勇的象征。此句诗既写出边塞奇寒天气，同时也呈现出

色彩对比的强烈，画面感十足，意境也就随之而来。“山回路转

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中“不见”表现的是边塞空旷苍凉之景，

“空”既是场景的空荡荡也是词人因朋友的离开内心的感情落空了，

情景交融，引发读者绵长的思考；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依依不舍

及朋友离去后的怅然若失之情。

三、想象为学生拓宽了思维空间

语文教材收录了各时代的名家名篇，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角

度传递出正能量，以塑造美好形象为创作主流，以领悟作品主题

为核心，更好的培育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那些故事情节鲜明

的叙述类作品，如小说，散文、诗歌都可以要求学生熟悉故事情

节，然后依据思维的连贯性，合理的想象和联想运用，猜测出原

文原著的首尾其他情节内容，点燃了火种，那火花就可以四溅了。

学生在兴趣盎然的猜读中带入角色，查找资料，拓宽阅读范围，

积极思考，并形成发散性思维。如《变色龙》一课讲述了奥楚蔑

洛夫因为“狗主人”身份的变化而发生态度的变化，最后自取其

辱的故事，课文结尾“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恐吓说，

裹紧大衣，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那离开广场后会发生什

么事情呢？小说并没有说出结果，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于是完

成课文的学习之后，给学生布置了续写故事：奥楚蔑洛夫离开广

场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字数 100 字以上，并用上下面的词语：

洋溢 荒唐 伶俐 无缘无身份的变化而多次变脸，最后也打脸故异

想天开 无精打采……学生们纷纷展开奇特的联想，写出了许多有

笑点有泪点有怪诞的小故事。在《济南的冬天》的教学中，我有

意识的让学生把济南的冬天和桂林冬天进行比较，让他们的经验

能变成体验。《春》这一课除了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冬天的图景

外，还设置了一些思考题目：“四季你喜欢哪一季？为什么？”“如

果你可以选择做春天里的一个事物，你愿意做什么？为什么？”

这样让学生有忘我体验的机会，同时也是对我们熟悉的春天的反

刍式体验。学生的想象自由洒脱：“我愿意做一只云雀，可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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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的直窜向云霄自由飞翔；我愿意做春风，轻轻拂过人间，温柔

万物；我要做潺潺流水，缠绕山林大地……”学生们借助文章生

动形象的语言将自己美好的想象和体验与课文中景物融合一起，

很自然地就能感同身受，对作者的情感理所当然能体会到位了。

如《孔乙己》，小说里面塑造的那个让人既可怜又可悲的人物孔

乙己通过他的遭遇，为了让学生明确地知道了中国人冷漠麻木、

趋炎附势的劣根性和人与人之间可怕的隔膜；我让学生根据课文

进行改编，设计了一个小型课本剧，以咸亨酒店为人物活动的中

心，每个学生扮演当时的各阶层人物，随着剧情的变化，人物的

性格也展示出多角度的变化，孔乙己始终是一个被欺辱的落第者，

他因偷窃被打折腿最后“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

慢走去了”，离开咸亨酒店他的凄惨到了极致的程度吗？结尾处

不直接点破而是以一句“大约的确死了”这样耐人寻味的结束语

让学生大胆发挥想象的空间，调动思维能力进行合理的说明，续

写故事。通过续写学生可以从孔乙己的命运真正明白作者的创作

意图即封建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们的荼毒，知识分子扭曲的变态

心理以及封建社会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的漠视就和冷酷。

四、观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思维材料

好文章都能给人带来启示，但学生受年龄限制，考虑问题有

限，形式也较为单一，不能形成连贯性的思考，因此有必要对学

生进行有意识的引导。观察，则是获取丰富的感性材料的重要途

径，也促进我们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很重要的手段。

学生想要想得广，得全靠平时积极观察，才能得到思维材料的储

存。因此对学生来说，观察力的增强能让他们更好的感知世界，

是丰富童年生活的需要，也是认识世界的需要，更是他们自身成

长的需要。生动的世界为提升学生思维能力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巍峨的高山、汪洋的大海、淙淙的流水、烂漫的山花、郁郁的森林、

柔和的清风等等当一切美好事物展现在学生面前时，他们会睁大

眼睛看着这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心中充满了许多的好奇，许多

的疑惑，更多的是对世界充满了渴望，这时天真烂漫的遐想，热

情欢快的亲身体验逐一产生，在观察的过程中，丰富多彩的世界

改变了他们对有限世界的认知，在这样的世界里拓宽了眼界，让

思维肆意跳跃，同时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这些鲜活生动，多彩

多样的画面已经形成固定模式，使得他们心理结构日益完善，最

后构成了丰富的知识链，这些知识链成为又成为他们思维的鲜活

的材料。为了让学生明白观察的有效意义，讲授《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这一课的时候，就不断告知学生，这篇课文通过生动有趣

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奇趣无穷的儿童乐园，作者在百草园度过的美

好时光。我们也能体会到作者的快乐！为啥作者能给我们带来这

样感受呢？源于作者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着深深的观察。为了让

学生明确观察的重要性，我让学生对这一段文字进行了细致的研

读。如有碧绿的菜畦，有肥胖的黄蜂，有光滑的石井栏；有紫红

的桑葚，有轻捷的叫天子，这一层的描写有动景有静景，有高处

之景也有低处之景；紧接着对细处的描绘，作者就以墙角根作为

观察点，想象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看到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

络着，木莲的果实有莲房一般大，何首乌的根是臃肿的，有时会

遇见斑蝥和蜈蚣，不怕刺还可以摘到像小珊瑚攒成小球的覆盆子，

无趣乏味的泥墙根在作者细致观察下变得那么有趣有味，这样的

美好怎么不难忘？学完此课之后，同学们开始学会关注身边的一

草一木，善于发现生活的美好。

五、设计课堂提问，引导学生积极思维

叶圣陶先生说：“一篇文章，学生也能粗略地看懂，可是深

奥些的地方，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他们就未必能够领会。老

师必须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只要三言两语，不要噜里啰唆，

能使他们开窍就行。”这番话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传道授业的教师：

启发应该设定场景，引导学生抓住关键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思考。

问题与问题的设计最好形成连贯性，等到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他

能明了文章的重难点，连贯性的问题也能让学生的思维形成逻辑

性很强的思维空间，这样师生有可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双方的

思想都获得升华。如在教授《陈涉世家》这一课的时候，我发现

“楚人怜之”中的“怜”字的意思是“哀怜、怜悯”的含义，而

之前的语文版对“怜”字的解释是“爱戴”，两个解释的出入很大，

于是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学生找出这两个解释存在不同之

处，为何现在的统编版会倾向于“哀怜，怜悯”的解释。学生通

过查找资料，发现“怜”字没有爱戴的义项，对地位比自己高的

人用“怜”一定是因为对方有悲惨的遭遇。那当时项燕有怎样的

悲惨遭遇呢？秦楚之战，李信率领 20 万大军攻打楚国，却铩羽而

归，秦国经过一年之的准备之后，派遣王翦率领百万大军再次灭

楚，项燕奋起反击，无奈实力悬殊，在一场大战之后不知所踪，

因此楚国百姓对项燕的结局是哀怜、怜悯的。因此结合历史事件，

部编版的解释更贴近内容。这样的咬文嚼字，让学生在查资料、

结合背景、联系上下文内容等一系列的研究获得最佳答案远比学

生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的获得知识更有意义，无形中提升了同学

们学习的积极性。又如《渔家傲·秋思》中，统编版对“衡阳雁去”

的注释为“即‘雁去衡阳’为符合规律而倒置”。词人为何会用

这样的方式表达呢？学生们进行了查询、探讨，最后得出一致性

的结论：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选择，他会选择最能表情

达意的词语来传递他笔下的万事万物的情感价值，因为这些诗人

将这些钟爱的词语精心锤炼和组合，不仅能无限贴近作者的本意，

也为广大读者营造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氛围。这句话中的“去”

本义是有“离开”之意，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秋天来了，从衡

阳飞来的大雁又要飞离塞下这座孤城”，这样的解释，我们找到

共同点：“衡阳雁”与主人公他们都是漂泊在外的旅人，都曾在

塞下这座孤城生活过，夏季一过，“衡阳雁”都要从这里飞离，

而“我”却因为壮志未酬归无计。诗人为我们勾勒出此情此景是

同中有异，既写出了北雁南飞的自然规律，也借景抒发了主人公

的各种愁绪！所以，“衡阳雁去”既是人之所见，也含蓄的表达

人之所感，既是景语也是情语！再则，“衡阳雁”是古人表情达

意时惯用的表现形式，往往不能分开。

思考也是一种科研。苏霍姆林斯基就说过：“对于一个教师

而言，推动他工作发展的应该有两个轮子，一个叫作‘情感’，

一个叫作‘思考’。”语文教材中，所选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

作品，不同的学生会生发出不同的想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教

师需要结合教材的内容，合理利用资源，进行有效的引导，培育

好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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