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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

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同时还指出：“语文教学要在

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

造潜能”。在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一切有效的方法，发展

学生的思维能力，这对于开发学生智力、增强学生学习

能力、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语文课堂教学应该成为学生参与语文实践活动的阵地，

在丰富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激发学生的思考，培养

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全面的释放，从而“愿

意想”、“有的说”。缺乏以学生为主体的语文实践活动，

将会禁锢学生对文本的独立思考，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

影响学生自主表达能力的发展。

针对这一现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语文实

践活动，为学生搭建语文实践活动的平台，丰富教学形

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搭建丰富的语文实践平台，才

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思维，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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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语文实践活动，为学生搭建语文实践活动的平台，丰富教学形式就显得尤为

重要。只有搭建丰富的语文实践平台，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思维的发展，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本文旨在对此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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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以核心问题推动学生思考，

提高学生主动思维能力。将文本与学生生活构建联系，

让学生通过文本情景再现的实践活动“有的说”，使语

文教学变得新、宽、活，促进学生自主表达能力的发展，

提升其语文素养。

1　以核心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激发自主表达

教育家叶澜曾经指出，“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

满生命气息。”我们的教学一定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把课堂的自主权交还给

学生，让学生在语文课堂新天地中有所体验，有所发展，

有所创新。让一代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我们

的学校中走出来。

如何学好语文？学生的主动性是关键。因此，在语

文课堂上，要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就要让学生在课堂

上有一定的自主性。因为有自主性才会去思考才会有思

想，有思想才会有创新思维。一节课从头到尾都被老师

的讲、练挤占了，学生哪有时间静下来思考？没有思考

就没有创新思维的产生。语文是母语，学习资源和实践

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教师在编写教案时就要预留

好学生思考实践的时间，在教学实施时要有效地掌控课

堂的有限时间，给足学生实践的时间。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

需要——总是感到自己是发现者、研究者、探寻着。在

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也就是说，儿

童有着强烈的发现探索欲望。学生探究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通常源于充满疑问和问题的情境。创设探究的

问题情境，就是在教学内容和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制造一

种“不协调”，把学生引入一种与问题有关的情境的过

程，通过问题情境的创设，使学生明确探究目标，给思

维以方向和动力。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是“连环套”似的发问，

这种细碎的讲授看似是帮助学生了解课文内容，品读文

章，实际上是剥夺了学生思维的宽度，使学生的表达受

到局限，久而久之，学生变得不会思考，不懂表达。而

要想让语文课不再是一问一答，真正有“语文味”，就

需要教师大胆放手，给学生阅读文本的时间、给学生自

由讨论的空间，让学生的思维灵动起来，教师应深入研

究文本，“化零为整”地将一个个细碎的问题归纳为一

个可以统领全文的问题，通过一个核心问题的引领，既

给学生思维活动的空间，又给学生自主表达的空间。教

师以核心问题引领，使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在

头脑中勾勒出文中描绘的人物、情境、景色。留给学生

充足发言的机会，让每个孩子的思维碰撞，在学生不断

思维碰撞的火花中，放手让学生讨论，逐渐打磨出文本

的核心。

如在教学三年级下册《赵州桥》时，教师提出一个

统领全文的问题，“赵州桥为什么举世闻明，你能完整地

说一说吗？”要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学生充分阅

读文本，而不是仅限于某个段落甚至是仅从某句话中就

能得到答案。学生在教师核心问题的引领下，充分阅读，

用自己的思维建立文本中句与句、段与段间的关系，为

充分表达奠定了思维基础。在回答问题时，教师应放手

让学生尽可能全面地作答。通过核心问题的引领，学生

的回答不再是只言片语，而是有逻辑、有层次的完整的

一段话，学生的自主表达能力从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再如教学《宇宙的另一边》时，先播放浩瀚宇宙的

视频及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进而引入课题“宇宙的另一边”，激发学生猜

测、思考宇宙的另一边可能是什么样？有哪些秘密？带

着这样的思考，进入课文的学习。当学生进入情境后，

自然就成为了学习的主体，培养了探究的积极主动性。

因此，教学中教师应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多思考、多质

疑，以疑启思，提高思维的变通性；对同一问题、同一

事物，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全面的思考和揭

示，使学生思维产生矛盾，让学生各抒己见，创设开放

的课堂。

2　创编课本剧，让课文“活”起来，丰富自主表达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要在发展语

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文本进行延伸，课

文中的插图、与课文相关的实物、课文创设的情境等都

可以作为拓宽学生想象空间的手段，让学生将文本的内

容延展出去，发展思维的广阔性。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课文内容或创设情境尽可能

的多创造机会，让学生通过听、说、读、写、演、唱等

等，亲身去感受，去理解，去体验，可以让学生找出描

写有关人物片段进行精读，理解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让

学生来扮演；也可以让学生编成课本剧来表演，这样既

能提高课堂学习兴趣，又能让学生过过演戏的瘾，在表

演过程中丰富自己的表达。

如教学三年级下册《陶罐和铁罐》时，课文人物性

格鲜明有趣，因此可以采用“演一演”的实践形式，让

学生将两个截然不同的“陶罐”和“铁罐”用自己的语

言鲜明地刻画出来，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表达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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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利用丰富多样的语言材料把人物不同的性格外显

出来，这无疑锻炼了学生的自主表达能力，提升其语文

素养。

再如五年级上册《西门豹治邺》、五年级下册《草船

借箭》，课文内容生动精彩，课文中的主人公都是历史名

人，部分学生已有对人物的了解，因而有了一定的自主

表达的基础。将课文改变成课本剧，充分发挥学生的能

动性，让学生在课文表演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参与、体验，

创设表演的情境，不仅可以让学生把已经知道的充分表

达，更能够激发学生的潜能，丰富其自主表达内容。

3　文本联系实际，学语文用语文，提升自主表达

如何让学生喜爱语文？就要增强语文与现实的关联

性，所学能很快为之所用，这就要求教师增加语文实践

性活动，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实践、主动思考、

主动探索，主动创造，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语文综

合素养。在教学中，将学生的实践活动与阅读、写作、

交际等内容相结合，从而激发学生听、说、读、写的强

烈愿望，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强调体验性学习；学

生学习不仅要用自己的脑去想，而且还要用眼睛去看，

用耳朵去听，用嘴说话，用手操作，即用自己的身体去

亲身经历，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这不仅仅是理解知识

的需要，更是激发学生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的需要。

如教学《咏柳》、《春日》等古诗，诗中的题材景物

就是学生生活中常见的景物，这就为学生的自主表达提

供了现实基础。学生能够主动把文本和现实建立联系，

先通过现实中对柳树的印象理解“碧玉妆成一树高，万

条垂下绿丝绦”，再用自己的话将这这样的画面描绘出

来；一句“无边光景一时新”和“万紫千红总是春”既

贴近学生的生活，又给了学生无限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他们可以联系生活实际说说自己对春天万物焕然一新的

理解以及“万紫千红总是春”是怎样一番景象，学生既

有表达的语言材料，又有表达的广发空间。同时，学生

惊讶于春天无限的生命力，纷纷表示想到大自然中去接

触、感受生活中的春天。看到学生们热情高涨的样子，

教师便可顺势布置“寻找春天”的活动任务，要求学生

利用课外时间，用图画、照片、文字把自己找到的春天

记录下来。在交流会上，教师先请学生根据自己准备的

图画和照片，再用自己的语言把图画、照片中的春天描

述出来。教师正是抓住学生的兴趣所在，对课堂教学进

行了拓展延伸，围绕“寻找春天”的主题，把学生由教

材世界引领进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在观察、画画、拍

照、讨论、展示介绍等活动中，灵活而富有创造地运用

了课内所学关于春天的词汇和语句，有效地促进了语言

的积累，培养了合作精神，提高了语言运用的能力，近

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以语文课堂为阵地，充分发掘文本

内容、利用文本材料，通过精心设计的核心问题、精心

创编的课本剧，巧妙地将课文和生活联系起来，使学生

课堂的参与度提高、思维的空间增大、自主表达的能力

提升，促进语文综合素养的发展。实践表明，通过不断

的训练，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自主表达能力明显提升，

同时在表达时还能有意识地利用关联词语、连接词等使

表达更清楚、有层次、有逻辑。学生自主表达的积极性

明显提高，能够主动地将课文的内容与生活相联系，写

作水平也随之提升，“以点带面”学生的整体语文素养都

有了一定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 张文丽著《构建小学语文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

式》，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年

[3] 戴强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之策略》，师

道·教研期刊，2012 年第 4 期

[4] 姚寒梅 . 小学语文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策

略 [J]. 课外语文·下，2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