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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学思维训练探究
李松琴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坪场镇完小，贵州 铜仁 554100）

摘要：新课程标准要求，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培养小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要提高听说读写能力，最重要的是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课堂上，教师要创设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这样才能刺激学生产生探究问题根源的兴趣和欲望，才能达到培

养学生发散思维的目的。因此，小学阶段，要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认真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这既是小学语文教师的一项特别重要的

任务，更是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课堂效果和教学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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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和新课标改革的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必将改变

我们惯有教育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教学，

新时代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这样的模

式已经成为当代教学的主流，因此，要求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

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还要培养学生养成独立、创新

的思维能力。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思维训练正在越来越

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小学语文作为基础学科，教师就应该积极、

主动地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适应素质教育和新课程超标准改革

新方向，在完成听说读写等基本教学任务的同时，努力开展学生

的思维训练。

一、小学语文教学思维训练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一个人只要开始思考问题，就绝对离不开思维和

方法，作为小学语文学科教师，只要我们从开始就有意识地培养

学生学生掌握思维的方法，慢慢让学生自己平时就有意识地训练

自己的思维能力，如果这样，我相信学生对于语文的知识掌握和

运用，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和作用。由此，教师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一定要潜在地、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只有这样，

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才会不断提升。本人认为，小学语文思维训

练重要性有三点：

（一）思维训练是小学语文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

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小学语文来说，思维训练是小学语文教

学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本元素，它由语言、思维和人文共三

个方面素质构成。素质教育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首当其冲的是

要抓好语言素质的教育，让学生习惯掌握语言这一工具，听说读

写能力也就成了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必有要素。没有语言素质教学，

思维就会失去凭借，但是没有思维，思想就无从产生，语言就没

有规律，交流也就无从谈起。教师要想培养小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就必须从开始就要重视和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加强学生的思维

训练，才是素质教育的根本体现。

（二）思维训练是小学语文素质教育的具体体现

素质教育中，小学语文教师教学生学习语言工具就必须要培

养学生的思维训练，这是语文学科的前提条件，与其他学科相比，

小学语文学科更加要强调对学生进行思维教育。俗话说：“语言

是交流的工具”，当然，语文也是思维的具体表现，从小学一年

级开始国家就设立语文这一学科，可见其根本原因就是要让学生

掌握好语言，让学生从小就要学会用语言来与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语文这一学科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工具学科，

是其他一切学科教育的基础。　　

（三）思维训练是小学语文素质教育的基本任务

要学好语文，就必须要掌握好基本的思维方法，然而基本的

思维方法就是包括分析和综合这两种方法。首先，思维方法是分

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不管是在阅读教学中，还是在写作教

学中，都要让学生学会运用这些方法去观察和理解事物，从而形

成自己的认识。这些全都是思维的方法，学生只有用自己掌握的

思维方法去阅读、去写作，同时又可以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慢

慢训练自己的思维方法，最终肯定会提高自己的语文综合素质。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思维训练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虽然现在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但在实际教学中，

特别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仍然有很多教师执迷于应试教育，习惯

用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去教，不善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就算

部分教师表面上积极参加新课程改革实践，但在实际教学中，往

往疲于应付，流于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对怎么去加强思维训练也

还是一知半解、画虎类犬，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教师的教学目标只局限于测试，缺乏学生全面发展的

思虑

目前，很多教师在小学语文这一学科教学的过程中，只要求

学生去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或者只要求学生就从某一方面去思考

问题，这样一来，学生慢慢就会形成一种误解，认为在学习课本

中的文章时只需要懂得其中的道理就行，却忽视了每个小学生都

是一个“哈姆雷特”，他们每个人读的思维与感悟都是不同的。

教学中，很多老师喜欢直接否定与标准答案不一的观点，不去加

以引导，长此以往，小学生的新思维和新观点就不断受到否定，

导致学生考试时所有答案都是基本一致的，而并没有全面思考之

后出现不一样的答案。

（二）学生的创新意识在应试教育中慢慢被扼杀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为了完成自己提前设计好的教学计划，

想方设法让学生的思维固定在自己设计的教案框架之内，不让学

生去想，也不给学生机会去创新，久而久之，就扼杀了学生学习

的自主性、创新性，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就被扑灭了。

（三）教师课堂教学方法不适应

大部分教师受传统应式教育的影响，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基

本上都还是采用教师教，学生学，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整堂

课都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满堂灌，学生根本没有学习的自主性和选

择性，更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创新。这样的课堂教学，学生即使有

问题也不敢问，没时间、没机会问，唯一的机会就是只能听教师

的标准答案、唯一答案，这样一来，就造成学生慢慢地习惯依赖

于教师，只听答案，不动脑筋，也不去思考问题和答案对不对，

更不要说让学生去进行有深度、有创造性的思考问题、学习知识。

从而，这样教学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就会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并

且出现语文教师上课，就是让学生单纯的熟读课文、背诵课文、

听写课文等，完全没有对学生的语音、语调和语调的培养，更不

用说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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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对思维训练意识不强

现在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教师在教学时，并没有

注意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有意培养，也没有给学生的想象空间预留

余地，没有花更多心思去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思考。在平时的

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关注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好不好，自己

的教学大纲有没有按时完成，而没有思考如何对学生的思维能力

进行培养，怎么培养？导致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效率不高、质量

不高、成果不好。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思维训练的方法

就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需要技术或者

能力，但是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或提出一个新的可能性，却需

要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想象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这也是科学进步

和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标志。伴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入

发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最关键还是在于课堂教学中教师学会

用“润物细无声”这种方法去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那么，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学生思维训练有哪些方法呢？

（一）教学前教师要全面理解思维训练

教师要理解好思维训练，首先就要从思维的本质和特点，以

及思维的培养途径、训练方法等，要结合学生实际，科学合理地

制定教学目标、任务、计划，确保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

训练无误。一是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思维发展特点，并且结合文体

的联系来有意安排思维训练顺序。二是教师一定要把思维训练和

语言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要把这两种训练一起融入听说读

写训练的全过程中。因此，语文教师一定要善于把听说读写的过

程作为语言和思维相结合训练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

听说读写的能力。

（二）教学中教师要有效地运用思维训练

小学语文教学，听说读写是关键，而培养小学生的听说读写

能力与加强小学生的思维训练是相辅相成的，互不独立的。作为

小学语文教师，必须要在培养小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过程中，通

过运用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灵活有效地运用和培养思

维训练。一是教师要抓住问题与矛盾，有效利用学生解决问题与

矛盾的这一过程，引导学生如何理清和正确解决问题与矛盾的基

本思维过程，从而使学生慢慢地掌握它，并慢慢地提高学生的思

维能力。二是教师要把握好思维发展的过程。对小学生开展思维

训练，就是要使学生清楚思维过程的发展是需要“中介”作用而

发展的，什么是“中介”？中介就是连接两个不同过程、不同事

物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可以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存在，也可以

是在两个相关事物之间存在，总之，它连接着相异的两方，使其

具有同一性。对于小学语文教材来说，这个中介可以是人、事或

者物，也可以是过程，还可以是观念，正是有了它，教师通过这

个去培养学生的思维训练，学生才能去伪存真，综合分析能力才

能得以提高。

（三）教学后教师要积极培养学生多边思维能力

小学生的思维是固定的、间断的、系统的，但同时又是多向

的、连续的、发散的，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在具体实施教学过程中，

一定得要辩证的和具体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针对不同问题、

不同对象时，教师要用不同方法去指导学生，教育其合理运用多

边思维来解决具体问题。一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

运用逆向思维。很大一部分教师习惯性的用传统思维去分析问题，

或者用顺向思维去评价一个事物，这样的弊端很多，如果一味地

使用传统逻辑思维去分析问题，这样往往容易把一个人的思维引

向死胡同，导致思维能力慢慢衰退。二是教师在课堂上提问学生

问题时要引导学生的发散思维。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

而且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受传统知识

束缚，其结果可能由已知到未知，从而发现新观点、新事物、新

理论，因此，作为小学语文教师，不仅要通过教学活动来训练学

生思维的独特性、灵活性和变通性，还要引导和教育学生善于跳

出习惯性的影响，要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理解和解决问题，尤其

是要鼓励学生大胆去想，形成思维的求异性和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实际教学中，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具体可以从多角度设问和一

题多解两个方面去努力，也就是围绕某个问题教师精心设计系统

的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大胆鼓励学生进行探索，或者以某个

问题为中心，教师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起来，从不同方

面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从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三是在考试

训练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语文学科，知识量大面广，

如何才能让学生有效地掌握书本上的知识，然后去面对平时的测

试呢？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要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是指

把各种有关知识和材料归纳成具有某种一定的顺序和规律，形成

一定特定的关系、体系，从而大大提高学生语文水平。

（四）教师要对学生正确引导

要提高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就需要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

引导。如何引导呢？一是要引导学生的思维从个别向一般走，从

零散向综合走。这样就能培养学生的综合性的和概括性的思维能

力。这是思维最基本的一种品质，也是生活中最有用的一种思维

能力。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可以请一同学对某个作品进行评

价并加以梳理和总结，然后找出主要特点，这样就是最好的思维

训练方法。二是要引导学生的思维从肤浅向深刻走，从现象向本

质走。平时中，我们评价一些人的认识和看法是简单的、浅显的

甚至浅薄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他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没有进

入其本质。那么，学生如何才能广泛、深入地挖掘其内的本质，

这就需要教师有意地引导，让学生不断地追问，接近和发现内在

本质，慢慢向真相靠近，最后找到其真理和本质。

（五）教师要激发学生表达

语言是思维的结果，小学阶段学生年龄还小，一个人对一个

事物认识都是通过语言或文字来进行表达出来的，因此，要对学

生进行思维训练，就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方式来激发学生的思维。

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千方百计让学生开口，激发

他们的欲望，让学生想表达、多表达，而且要想方设法去启发学

生，让学生养成对自己设置问题，思考问题。这样，教师通过设疑、

问疑等方式来激发学生去想问题，从而进行思维训练。

总之，从小学阶段开始，语文教学实施思维训练是特别重要的，

然而培养小学生思维训练的方法、路径是千变万变、多种多样的，

这就对我们语文教师提出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所以，也还需要

我们语文教师在平时教学实践中继续去探索、总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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