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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能力是 21 世纪最宝贵的能力，包括创造力、观察力、分析能力、捕捉机遇的能力等。语文是高中基础课程之一，教师在

语文教学过程中应该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但是，创新能力不是花费一朝一夕的功夫就可以养成的，它需要教师不断进行教学创新、

不断引导学生。下文对高中语文教学中创新思维培养展开探究，以期为促进学生发展创新思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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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程的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他们的

语言功底，它属于一门工具性学科，以应用性目的为主，使学生

能够在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应用语文知识有效完成各项活动。随着

教育理念的进一步发展，高中语文课程不断关注学生的创新思维

发展，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其在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发展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所以在高中语文课程中促进学生发展创新性思维势在

必行。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意义

（一）应试教育色彩浓厚，剥夺学生思考能力

在高中语文教学工作中，教师往往过于关注学生在知识方面

的掌握能力，对高考缺乏正确解读，关注硬性知识而忽略软实力，

主要体现在关注学生的解题能力而忽略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

发展能力等方面。同时，由于在教学实际中，教学时间短，但教

学内容多，为了保证教学工作保持合理的进度，教师往往在课上

忽略学生的情感、思维发展，剥夺学生的话语权。学生为了取得

好的高考成绩而学习，教师为了高考而讲课，语文课程的价值未

得到有效发挥，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创新思维未

得到充分发展。

（二）教学方法相对传统，未尊重创新思维

在高中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缺乏创新，导致

语文教学方法相对落后，使得课堂氛围较差，进而使得学生的创

新思维发展受到限制。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向学生讲解课程知识，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主要使用一些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同时，

课程分为也相对压抑，学生在压抑的氛围中无法自主思考，学习

积极性也不高，在学习过程中没有自主思考的实践，提出的创新

性想法也会被“标准答案”覆盖，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不到尊重和

鼓励，久而久之，学生在思维上就会很“懒”，不愿意思考，而

是主动等待教师公布答案，进而限制了创新思维的发展。

（三）以平均能力为参考，未体现差异性

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只有尊重学生的差异性，才能促

进学生发展创新性思维。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教师不关注学

生的差异性，以中等生的学习能力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参考。这使

得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无法理解学习内容，使学优生“吃不饱”，

认为学习内容过于简单，进而产生厌学心理。同时这种以平均能

力为参考的教学模式使得学优生和后进生无法得到充分关注，他

们身上的优势、创新思维得不到关注，进而限制了他们发展创新

思维。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策略

（一）营造文章情境，激活逻辑思维

语文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为了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创设情境。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教师能够通

过声音、视频等元素创设情境，这个情境可以是文章中描述的特

定场景，也可以是对文章情境的扩展延伸。创设情境后，课程变

得更加丰富有趣。学生伴随着声音、视频进行阅读，更能切身感

受文章中传达的情意，从而启发灵感和创新思维。

例如，对于《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教师可以给学生创设情境。

这首词写了作者重游橘子洲，看到开阔秀美的景色后所生的感情。

开头一句点明了时间和地点，交代了这首词的创作背景。而第二

句，用一个“看”字引出橘子洲头的秀美风光，从各个角度描绘

了橘子洲头的绚丽风光。在词中，作者选取了几个典型景物：雄鹰、

鱼儿、群山，用这些景物烘托出壮阔、秀美之感，为下文的抒情

奠定基础。面对生机无限、秀美无边的湘江秋景，通过分析前两句，

让学生分析作者表达的感情。风光无限，作者面对此美景，心情

一定是平和而愉悦的，但作者却生出“怅”的感情，为了分析这

个问题，教师可以再给学生拓展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当时中国革

命正在蓬勃发展，但是路程艰辛且革命尚不知何时成功，无数中

国人民还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在情境的帮助下，学生就

可以自主发挥创造力，根据情境和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发散思维，

展开联想：一代领袖领导了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路过长沙，重

游橘子洲，面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风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国

革命的未来，想到了祖国的未来，进而想到无数人民还处于被压迫、

被剥削的状态，由此发出怅惘之情。由此，学生在情境的帮助下

发散思维、自主思考，创新思维得到发展，也顺利地分析和理解

了这首词。

（二）细推文本内容，理顺逻辑思维

创新思维是在反复思考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想引导学生发展创新思维，必须引导他们细致推敲文本，

理清思路，只有将现有资料分析透彻后，学生才可能“站在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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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肩膀上”进行创新。细敲文本时，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让他们发散思维，发挥想象力，勇敢提出并积极表达创新性的想法。

这对于学生提升思维灵活性和创新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细推文本

过程中，学生还可以学习文本的优秀的表现方式、扎实基础能力，

给创新思维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细致

推敲文本。这篇文章最典型的特征是运用了形象的比喻手法，学

生可以通过作者用的通俗易懂的比喻，理解当时各种社会现象。

比如，文章用了一个穷青年作了上门女婿，继承了一座“大宅子”

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大宅子”其实是用来比喻传统文化，

穷青年处理“大宅子”的方式就是当时社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和做法。这个比喻巧妙贴切、生动形象，还深入浅出。细致推敲

文章中的此类比喻，教师可以让学生真正发现这篇文章的精妙之

处，进而理解鲁迅先生的在这篇文章中批判和讽刺的东西，将抽

象的“拿来主义”理解明确。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后，学生可以

总结作者的写作思路，学习这种写法的长处，进而开阔思维，提

升创新能力。经过这个细致推敲的过程，学生的逻辑思维进一步

发展，创新能力也获得了发展。

（三）设计有效问题，引导思维发展

思维是在分析问题时发展的，发展创新性思维，也需要教师

用问题逐步对学生做引导。

教师可以对文章做深入挖掘和分析，正确把握文本，之后再

层层深入分析和设计问题，引导学生发展创新思维。教师应该将

问题按照由浅到深的顺序逐步呈现在学生面前，避免问题难易程

度跳跃性过大误导学生的思维发展。问题导思是训练学生创新思

维不可缺少的步骤，教师应该重视设疑，逐步对学生进行引导、

启发的教学模式。比如，还是在《拿来主义》这一课中，讲解这

篇文章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用“大宅子”比喻传

统文化，用穷青年处理“大宅子”的方式，当时社会上对待传统

文化的态度和穷青年处理“大宅子”的方式有何种相似之处，为

什么作者要写这牌那《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对中国社会具

有哪些危害？在问题到思考，学生可以通过简单地阅读，就能清

晰地了解作者的态度，理解作者所阐述的抽象的“拿来主义”。

学生对文章有了初步认识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这篇文

章，学生就可以对文章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了。因此，问题导思是

引导学生发展创新思维的重要方法，教师应该重视创设问题、引

导学生思考。

（四）结合阅读活动，深化逻辑思维

阅读也是提升思维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阅读，让学生在阅读时进一步体会文章的情感、拓展思维，进而

促进学生发展创新思维。在朗读时，学生的眼睛、嘴巴和思维都

被有效调动起来，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声音和文字以两种不

同的形态进入学生大脑，可以让学生对文章进行二次加工，对之

前的思维和理解进行升华。因此，朗读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

种有效手段。

例如，《荷塘月色》这篇经典散文，文章语言优美、辞藻

华丽而生动，后续人们描写荷花都建立在此文基础之上。文章有

很多经典的段落，如文章第四段对荷花进行细致描写，首先说荷

塘是“曲曲折折”的，接着视线转移到塘内的荷叶上，却没有用

“铺”“躺”等动词，而是用了“弥望”一词，这个词从作者的

视角出发，将荷叶的美妙以及作者对荷叶的喜爱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说荷花的形态时，用“羞涩”“袅娜”等词语将荷花拟人化，

使得描写更灵动。粗略地浏览文章只能感觉文章的大致气质。但

是仔细朗读文章就能感觉文章语言的生动传神，就能感受文章与

众不同的美。又如，《琵琶行》这篇古文，第二部分描写琵琶女

的演奏，通过拢、捻、抹、挑等字，表现琵琶女的动作娴熟，通

过比喻手法“大珠小珠落玉盘”表现琵琶声动听。通过阅读，学

生才能更深入地分析文章。这样，学生的思维才能不断发展，学

习才能不断进步。学生通过阅读能够对文章进一步理解和分析，

长此以往，创新思维也得到了发展。

（五）扩展语文课堂，拓展学习空间

发展创新思维离不开实践活动，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学习语文

的好机会。教师可以可将语文课堂进行拓展，把语文课堂放在家

庭活动中、社会实践中，用家庭、社会中丰富的学习资源为学生

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让他们在广阔的学习天地中发展思维、

提高创新能力。比如，为服装厂设计广告宣传语、为社区写公益

宣传广告等。这样将语文学习和学生生活有效联系，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增加了，在学习过程中还可以向父母请教，增长更多知识，

提高学习主动性。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使得语文课堂进一步拓展，

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教师应该多组织一些类似的、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为

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拓展他们的学习空间，并且增强学生的语文

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结语

创新能力是语文能力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学生要想适应

今后的学习工作，必须具备这一项能力。阅读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可以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含量、提高眼界，使学生了解大千世界的

美好。而将高中语文教学与发展学生创新思维有效结合，符合现

代教育理念，应当在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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