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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思考”促进小学语文教育价值实现的实践研究
刘　钧

（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小学，甘肃 兰州 730010）

摘要：随着“深度思考”这一理念在教育领域的逐步普及，小学各学科已将这一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同时，教学深度思考是新

课改中评估教学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将深度思考用于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是符合新课改要求的举措。深度思考是以学生理解学习为前

提的，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学生充分理解的教学活动和教学策略，学生学会用批判性的思维来学习新知识，在学习中将新旧知识结合起来，

进行思考并做出正确的判断。本文以深度思考策略为基础展开小学语文课堂的教学实践，希望对提升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效率与教育价

值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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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地运用类比、迁移、发散等思维

方式，对课堂问题大胆的进行思考与猜测，并进一步给出一个肯

定或否定的答案，这就是深度思考。学生的深度思考可以不完善、

不全面，但是它必须有创新性、批判性，尤其是在语文课堂中，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针对一个问题，学生的深度

思考必须体现出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才

能体现出语文课堂的价值。

一、教师引导深入思考实现语文课堂教育价值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运用深度思考方法，不应该只局限于

一节课，一篇文章的知识内容上，而是应该深化小学生对语文知

识的深入理解能力，以充分发挥深度思考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的作用。为此，培养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结合以往学

过的知识和当前正在学习的知识。然而，困难的是，对于一个小

学生来说，很难意识到把新旧知识结合起来。所以，这就需要教

师充分认识到深度思考能力培养的难点，积极引导学生在行深度

思考。

例如：在学习《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学习新知识的

同时积极调动思维和以往学习的旧知识结合起来，形成新知始和

旧知识有效联动，从而提高小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对问题进九

课《古诗三首》中的第二首古诗《清明》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回忆二年级下册识字单元中的《传统节日》这一课，同时联系清

明节实际帮助学生了解有关清明节的知识，以便让学生更好理解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句诗的含义，启迪学生

深入思考为什么路上的行人神色哀伤、悲痛欲绝。理论联系实际，

让学生更好了解我国传统节日，从而实现语文课堂教育价值。

二、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兴趣实现语文课堂教育价值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深层理解能力的形成，为深度思考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度思考能有效避免学生“假装”学习的现

象，让学生面对问题能真正地深入思考。要激发小学生的深度思

考能力，可以从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通过在语文课堂中

融入趣味性阅读故事，创设教学情境，使小学生对课文中的故事

产生好奇心，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积极动员学生参与，

让学生真正理解语文知识的内涵，才能发出深刻的思考，获得具

有深度价值的学习体验。小学生正处在对什么事物都好奇的阶段。

如果教师能给予学生足够的刺激或新鲜感，就能激发学生强烈的

学习兴趣，从而激发他们追求真理和深入思考的兴趣。

例如：在学习《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第十三课《画杨桃》

这一篇文章时，可以先利用多媒体展示几幅照片（从不同角度拍

摄的杨桃照片），让学生猜一猜：照片中的事物是什么？在同学

们讨论过后并不给出学生正确答案，而是让学生保持着强烈的好

奇心进入课文内容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思考：“为什么

同学们看到‘我’画的画会哈哈大笑？而‘我’为什么觉得自己

画的很像？”然后再让教室里不同角度座位的学生对讲桌上的杨

桃（实物）进行观察并描述，并且同时再次展示杨桃照片，这时

同学们恍然大悟，对文章的内含深入思考后懂得了“同一个事物

从不同角度看，会有所不同”的道理。体现出语文课堂的教育价值。

三、拓展发散性思维促进学生深度思考实现语文课堂教育价

值

发散思维性的问题有利于加深小学生的思考深度。为此，语

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坚决消除“标准答案”的陈规定型，为小学

生提供自由发言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小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资源，集思广益，完善小学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

从而实现教育价值。

例如：《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习作：我们眼中的缤

纷世界》，这篇习作要求学生写一写自己观察到的事物。在完成

这篇习作题目时，学生可充分发挥深度思考的能力，把观察到的

表面现象与深刻内涵相结合，在习作中体现深度思考与学习的成

果。比如学生选择观察小猫，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描述小猫的

嘴巴像什么，耳朵像什么，圆溜溜的眼睛像什么，它是怎么行

动的，又是怎么叫的，利用发散性思维不断拓展眼前所见，丰富

习作内容。

四、结语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小学生深度思考能力的养成，离不开教

师给予的正确的、及时的评价和反馈。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合

理评价不仅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肯定，也可以避免学生走弯路，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能力。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深度思考

策略需要深化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但所有的教学活

动都必须在符合小学生的实际实践能力的前提下进行，这样才能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教育价值，否则，只会起到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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