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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开展思维能力与思想教育的探讨 
陈静 

（山东省东营市实验中学  山东东营  257091） 

摘要：在现代素质教育发展中实施语文课程教学时，对学生的思想和思维能力进行科学培养是实现学生创新的重要保障，教师

需要对其加强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强化学生自我思考能力，进行完整知识框架的科学构建，提升整体教学效率。本文综

合探究初中语文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思维能力训练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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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参与语文课堂学习时，思想教育和思维能

力培训是其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教师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合

理优化教学过程，确保能够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实现学生

思维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使学生对文章内容具有更为充分的理解，

体会文章本质内涵，感受文章中所表达的具体情感，推进现代素质

教育发展。 

一、更新教育理念 

初中教师在具体实施语文课程教学时，首先，需要对学生课堂

地位加强重视，结合学生发展需求制定教学内容，确保能够使学生

得到更大的发展，对其个性化发展加强重视。其次，还需要对学生

发展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加强重视，确保能够推进学生全面发展，使

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同学，从而实现学生思想品质和思维能力的进一

步提升，对学生全面发展进行有效保障[1]。与此同时，教师在开展知

识教育时，还需要结合素质教育，确保能够对其知识和能力进行有

效转化，实现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同时，在教学工作中，还

需要强调素质，能力，思维和知识的相互作用，对学生整体发展进

行有效保障。 后，教师在实施语文课程教学时，还需要确保其开

放性，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实施教学工作，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

有效培养。例如，教师在向学生讲解《沁园春·雪》时，需要对学

生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观察，结合学生具体情况制定教学内容，同时，

还需要对个别学生实施针对性教学，保证全体学生共同发展。教师

在具体进行教学工作时，还需要有效结合思维点和知识点，进行思

想教育的合理渗透，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充分的空间，使学生具有

更高的学习能力，强化德育教育。 

二、激发学生兴趣 

教师需要结合语文教学内容开展多种主题活动和教学活动，确

保能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活动场所，使学生在实践活动

中具有更高的学习能力，确保教师能够更为高效的开展教学工作[2]。

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多项活动，可以使学生充分了解语文学习和现实

生活的密切联系，合理优化教学工作，使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具有

更高的积极性，确保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语文课堂。与此同时，教师

还需要对其教学模式进行合理优化，确保能够实现良好学习氛围的

有效形成，使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更高的兴趣，强化学生自我探索

能力，使学生具有更高的思维水平和探索精神。 

三、明确教学目标 
语文教师在具体实施课堂教学之前，进行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

的科学设计，结合学生具体需求制定培养思维能力的教学计划和教

学目标[3]。此时，教师需要强化学生迁移能力，确保学生能够在不同

情境下开展思维能力训练。例如，教师在向学生讲解《背影》时，

需要引导学生对父亲的动作与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分析各种动作词

所体现的情感。在讲解《钱塘湖春行》时，需要引导学生想象诗歌

所体现的美景和情形，并对其进行直观的描述，如果这种方式进行

课堂训练，可以实现学生想象能力的有效提升，强化学生迁移能力，

对其思维进行有效拓展。此时，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引

导学生总结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到的写作手法，并在写作方面进行有

效应用，对于语文学习而言，写作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学

生课堂结束之后，会掌握丰富的成语和语句，为其提供大量的写作

技巧和语言素材，使学生思维能力得到有效拓展。 

四、优化教学环境 

语文教师在培养学生思维时，积极主动思维具有一定的基础性

价值，而对于学生积极主动思维而言，良好思维环境的合理营造是

其相关工作的重要前提，教师在具体实施教育工作时，需要合理设

置教学情景。就教学实践而言，教学情境的合理创设是对学生语文

思维进行有效激发的重要手段。在实施语文教学时，昂，好思维环

境的合理营造可以使学生思维方面产生一定的认知冲突，教师需要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目标设置教学情境，对学生积极性进行有

效激发，确保能够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具体实施语

文课程教学时，教师如果想要使其情境创设满足相关目标，首先需

要强调民主平等，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需要做到一视同仁，确保其

民主性和公平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确保能够实现良好学习氛围

的有效形成。其次，教师还需要认真对待，可以在课堂上主动提问

的学生，在具体实施教学工作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相关

问题，提出个人疑问，同时，还需要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学生提问时

的闪光点，积极回应学生的问题[4]。 后，教师还需要进行良好问题

情境的科学创设，鼓励学生主动思考。例如，教师在向学生讲解《风

筝》时，需要进行问题的合理设置：①文章中的风筝主要表达什么

含义？文中主要讲述一对兄弟之间的矛盾，两兄弟为什么会有矛盾

产生？②是否可以换掉文章中的某些词语？在学生回答处第一个问

题之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互换比对文章中的部分词语，使学生对

风筝的含义具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五、改进课程活动 

教师需要对其语文课程活动进行合理优化，创新教学形式，使

其教学活动具有更高的多元化，对学生学习兴趣进行有效激发，学

生在课堂实践中具有更高的能动性，从而实现课堂教学效率的全面

提升，使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思维能力培养的需求得到高度满足。

首先，需要确保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通常情况下，教师专业

素养对其课堂优化程度具有决定性影响，学校需要对教师教学方法，

教学语言和专业知识水平加强重视，进行高效语文课堂的合理构建，

确保能够实现学生知识水平与思维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强化学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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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素养。初中教师在优化课程活动时，需要对学生兴趣爱好进行深

入分析，进行趣味课堂活动的合理构建，基于学生角度分析问题，

使教学形式和现实生活有效结合[5]。其次，教师需要结合时代需求进

行教学形式的合理创新，确保能够实现自身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科学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 后，教师还需要与学生进行有效

交流，确保能够全面掌握 新教学方式，实现整体教学形式的有效

提升。例如，教师在向学生讲解《岳阳楼记》时，学生已经初步掌

握文言文的阅读方法，教师需要对其自主探究能力和自学能力进行

有效培养，此时，教师需要对其教学形式进行合理创新，科学引进

信息技术进行真实情境的合理创造，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分析文章写

作背景，使学生对范仲淹的政治抱负与生活理念具有更为深刻的认

知，实现学生正确人生观的科学树立，教师在引导学生了解作者思

路的过程中，实施思想教育，确保能够对学生分析思维进行有效培

养。 

六、加强实践训练 
首先，需要对学生思维敏捷性进行有效训练，思维敏捷性具体

是指学生快速反应能力。通常情况下，长期训练是学生形成敏捷思

维的重要保障，教师在具体实施教学工作时，需要合理优化教学手

段，引导学生进行长期训练。例如，教师在讲解《皇帝的新装》一

课时，需要进行以下问题的合理设置，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整

体感知，对学生快速思维进行有效训练。①本文作者是哪个国家的

人？②简单概括故事内容。③文章中 可爱， 可恨， 可笑和

卑鄙的人物分别是谁？④利用简短的语言勾勒人物特征。引导学生

进行抢答活动，选出本次活动中的优胜者。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

学生整体了解文章内容，同时还可以对学生思维敏捷进行有效训练。

其次，需要对学生进行独特思维的训练。思维的独特性具体是指学

生在分析问题时不盲从，不依赖，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教师在开

展阅读教学时，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质疑和探索，为学生创造

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学生思维具有较高的独创性。教师还需要科学

设计问题，确保能够为学生创造更大的思索空间，并为其创造性思

维提供必要的范例，对学生思维发展进行有效指导。教师需要科学

设计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在一问一答中进行设疑法的合理传

授，使学生思维成果具有更高的独创性[6]。 后，还需要对其思维的

深刻性进行有效训练。思维的深刻性具体是指对问题进行深入钻研

和思考，对其本质特征进行科学区分，教师在具体实施教学工作时，

需要抓住矛盾，通常情况下，对立事件可以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教

师在向学生讲解细节描写，结构安排与文章主旨时，需要对课文的

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确保可以对其思维的深刻

性进行有效培养。例如在进行《孔乙己》一课教学时，教师可以向

学生提出“孔乙己为什么穿着长衫站着喝酒？明明很穷，为什么还

要穿长衫？”点出文章中的矛盾，强化学生思维碰撞，引导学生进

行综合讨论和深入思考，使学生能够充分体会孔乙己的社会处境和

精神世界，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可以使其充分理解作

品深意，还可以使其掌握质疑探究方法，对其思维的深刻性进行有

效锻炼。 

七、强化师生互动 

教师在具体开展教学工作时，需要进行良好学习氛围的科学创

建，确保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保证学生思维活跃，确保能

够有效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良好学习氛围的合理营造，还可以对学

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进行有效激发，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始终保持

良好状态。进而保证学生可以主动提问，并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因

此，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思维能力培养时，良好学习氛围的科

学营造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价值，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时，需要科学

应用互动式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自己在课堂学习中可以

集中注意力，从而实现学生学习能力的进一步提升[7]。通过该种方式，

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同时还可以使学生和教师之间进行有

效互动。教师在具体实施教学工作时，必须明确自身定位，确保学

生能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进行良好对话平台的合理创建，确保能

够使学生思维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例如，教师在向学生讲解《故

乡》时，需要引导学生说出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真实想法，与学生

进行平等的交流，确保能够拉近师生距离。水浒教师还需要引导学

生说出自己知道的描述思乡之情的诗句，引导学生积极发言并对其

进行有效的表扬，确保能够实现良好范围的合理营造，对其思想和

思维方面进行有效教育。 

八、提升读写能力 

初中教师在具体实施阅读教学时，理解，创造，鉴赏是对学生

进行思维过程训练的重要手段。其中，理解具体是指通过概括，综

合，分析等方式，科学梳理文章中不同语言单元的具体含义。而鉴

赏则具体是指通过想象，联想等运动过程，结合综合分析的方式感

受文章形式和内容，强化学生学习体验，确保可以使学生文章内容

进行有效的评价与判断[8]。而创造则具体是指通过比较联想等思维方

式，结合文章内容分析新认识和新思想。在写作过程进行思维训练

时，首先需要进行审题，引导学生对题目进行形象思维和抽象理解，

通过抽象理解，可以使学生体会题目的外延和内涵，而通过对其题

目内容展开想象和联想，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文章含义。而鉴赏具

体是指通过概括和抽象的方式，把握文章本质，使学生能够充分理

解文章深意。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选材时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和比较，

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不同材料的本质联系，进行写作材料的科学选

择。写作过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科学排列和连

贯自己的思维成果，使其文章内容具有较高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九、结束语 

初中教师在实施语文课程教学时，通过更新教学理念，激发学

生兴趣，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环境，改进课程活动，加强实践

训练，强化师生互动，提升读写能力，可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

教育，强化学生思维能力，确保学生能够对其文章内容进行深入思

考，提升学生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确保能够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

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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