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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训练在新课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思考
孙　薇

（宁夏中卫中学，宁夏 中卫 755000）

摘要：语文学科由于学科灵活度不高和学科局限的存在导致教学的开展一直含有一定的问题，比如教师偏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学

科能力的养成、部分课本内容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去掌握等等，同时，新课程对高中语文的标准做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其中学生核心素养、

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对教学都是新的挑战。而思维训练的渗透能帮助高中语文更好地执行新课改标准，它能从多角度出发促进思维

的训练，从而帮助学生获取能力。本文将重点从思维训练的概念和开展关键出发，提出高中语文教学中有效运用思维训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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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训练的概念

思维训练是一种头脑智能开发和训练技术，其核心理念是相

信“人脑可以像肌肉一样通过后天的训练强化”。

二、开展思维训练的关键

 （一）训练思维的逻辑性

在语文学科的教学中，训练思维的逻辑性需要学生有梳理文

章脉络的能力。从任何阶段的语文教学来看，文章即学科的核心，

文章的脉络即学习的核心，它能帮助学生仅仅把握文章的内容结

构、作者思路、文章主旨、创文思路等等。而思维的训练能帮助

学生抓住文章的线索，找到文章中隐含的信息，从而逐步分清文

章的主次关系，将文章进行逻辑筛选。

（二）训练思维的独创性

训练思维的独创性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语文学科不同于理工科目，它没有直接的数字去进行推

理换算等操作，但它更考验学生的质疑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

学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创造性思维。第二，培养学生的联想和想象

能力。联想能力要求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进行一定的自我联想，比

如当文章形成重大转折时，学生必须联想到转折的原因。想象是

创造的源泉，想象的培养能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去观察文章，从而

得到多样的认识。思维的独创性能帮助学生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

从而帮助学生在新思路的引导下产生新的思路和灵感。

（三）训练思维的结构性

思维的结构性是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抛开课本

和考试中学到的文章，学生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利用课外时间去

阅读经典作品和其他阅读材料，这能快速增加学生的阅读知识面

和对文章的把握能力。而在大量材料的阅读中，如何进行系统性

的结构整理则是关键要素，而思维的结构性能帮助学生学会材料

分类，比如，在面对某一作家的作品时，学生可以利用思维回顾

同此作家同一时代背景下其他作家的作品风格或作品色彩简要分

析此作者，从而使学生带有一定的时代知识去分析文章。结构性

的训练类似于文章的整合、集中分析，它能简化学生分析文章的

难度。

三、新课程高中语文教学中有效运用思维训练的策略

（一）巧妙运用讨论环节

讨论环节是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平台，在讨论环节中，

学生会针对文章或问题进行大量的意念构思，从而学会多角度思

考问题。以语文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第四单元 14 课《阿房宫赋》为

例，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讨论的机会，比如教

师就阿房宫建造对百姓和国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组织学生展开讨

论，并用检核表的形式进行展示。在这个讨论环节中，教师巧妙

地融合了思维训练中常用的优缺点列举法和检核表法，以此在教

学的开展中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

（二）引导建立反向思维

在文章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确定了文章的内容和各个人物的

走向，这决定了文章的结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分析

文章内容和人物走向从而分析文章的表达要点和作者的意图，而

反向思维的锻炼能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文章，明白作者行文的原因。

以语文版高中语文必修四第三单元 10 课《窦娥冤（选场）》为例，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反向思维去探究，为学生提出设想：

如果没有最初的窦娥无辜被陷害一事，她能有好的结局吗？学生

讨论后，教师结合故事背景进行总结，问题的答案当时是不能，

因为她生活在一个下层人民任人宰割，有苦无处诉的悲惨历史背

景下，她的结局是社会的映射，是时代的必然，从而更加说明作

者行文的深刻性。

（三）训练养成思维想象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有合理有效帮助学生训练自身的思

维想象能力。以语文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第四单元 13 课《鸿门宴》

为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预习，对文章内容形成基础印象，

再进行学生即兴表演复述，学生可以在此过程中可以文章内容加

入适当的即兴表演，加强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即兴表演复述的

方式能改掉学生“背书“的毛病，在即兴和表演的过程中促进学

生思维的训练，进而促进学生对于文章关键信息的把控。

四、结语

思维训练是教学常用的方法，它能够帮助下学生更好的消

化、理解知识，快速、准确得出结论。本文提出的策略希望能

被广大教学工作者参考，共同推进高中语文思维训练教学的开

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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