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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激活学生思维 
◆蒋小姣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中心小学） 

 
摘要：激活学生思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策略，是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到语文课堂学习过程中、提升学生对语文教材内容理解能力和记

忆能力的重要措施，也是尊重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

学生主体作用的一项必要措施。基于此，本文将针对在当前新课程改革

背景下，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激活学生思维的措施进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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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有明确规定，
要求语文教学必须能够指导学生正确的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丰
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并发展思维。因此激活学生的思维不仅
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更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
要目的。激活学生的思维，对吸引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注意
力、提升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参与度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针对在当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如何在小学语文
教学中激活学生思维的措施进行分析总结。 

一、通过联系生活来激活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学生思维 
理论源于实践，文章源于生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生活不

仅是语文教学知识的一项重要来源，也是培养小学生思维意识的
一个重要土壤。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必须联系学生的实
际生活内容，通过对现实生活情景的灵活应用，借助对生活中人
事物的见闻表达，结合当前的小学语文教材内容，来达到引发学
生思考、激活学生思维的教学目的。例如在《负荆请罪》的教学
过程中，大部分小学生都没有见识过负荆请罪的真正原形，对负
荆请罪的含义理解的也不深刻。教师可以通过视频播放的方式为
学生们展现负荆请罪的整套流程，同时借助视频为学生们讲解负
荆请罪的过程、内容、对象、含义，再结合小学语文的教材内容
对教材中《负荆请罪》所表达的思想进行进一步的阐述。此外，
小学语文教师应当对学生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尊重学生们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通过学生的角度出
发，对学生们的现实生活情况进行分析归纳，结合小学语文教材
的内容来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思维角度。教师应注意到小学生
的思维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尊重学生的思维差异并对学生思考内
容的方向进行引导，确保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能够实现生
活内容与教材内容的充分联想，以此激活学生思维并使其活跃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 

二、通过创建情景来激活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学生思维 
新课程改革要求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真正的将课堂还给学生并组好学生知识的传授工
作、思维的引导工作。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必须给予
学生充足的思考空间和思考时间，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内
容差异，引导学生能够结合教材内容展开正确的思考。但并不是
说，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完全放任学生进行思考，教师
必须通过相应的教学措施对学生的思维方向进行积极引导，使其
思维能够与语文教材内容进行有效结合，从而才能发挥学生思维
的学习效果。对此，教师可以借助创建情景的方式来控制学生的
思维方向。例如在《聂耳与国歌》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进行自我想象，想象聂耳在创作国歌时所面临的艰辛，想象
聂耳在创作结束以后所获得的鼓励，同时结合语文教材内容引导
学生思考教材中的难点、重点内容，以此有效的控制学生的思考
方向，确保学生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小
学语文教师在创造教学情景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小学生思维发育
不成熟的特点，利用一定的现实事物来激发小学生的思考，或者
结合教材内容选择合适的情景创建方式。同时教师还要注意控制

好课堂气氛与课堂进度，留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和思考时间，
便于学生巩固当前所学知识。 

三、通过合作学习来激活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学生思维 
在校学生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其学习的榜样不仅有老师，也

有其他学生。对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合作学
习的模式，来帮助小组学生进行积极交流的同时，增进学生与学
生之间的感情，同时通过小组内学生的讨论来激活、激发学生的
思维角度，使学生的注意力能够紧贴小学语文课堂，进一步提升
小学语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对此，小学语文教师要善于组织学
生之间的合作学习，更要经常对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分组，通过讨
论、对比、竞赛、奖励等诸多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明
确小组学习目标并借助多元化的小组学习成果评价方式，来激活
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思维并发现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存
在的疑点、难点，了解学生的语文学习状况和思维方式角度，最
终通过不同学生、不同思维的碰撞来拓展学生的思维深度、提升
学生的思维广度，进一步优化小学语文的教学成果。例如在《放
风筝》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并要求不同小组
写出其记忆中的风筝类型、数量、形状，而后进行组内对比与小
组对比，以此激活学生思维并提升学生的教学参与度，鼓励学生
更加积极的投入到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激活学生的思维意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已经

成为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教学目标，也是小学语文教学在新
课程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教学方向。小学语文教师在此情况下应当
更加积极的探索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激活学生思维，发挥相关
教学措施、教学模式的种种优势，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并启发引领
小学生进行正确思考，确保学生的语文知识与思维能力全面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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