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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高中语文课堂里如何给学生留下创造的空间 
◆杨玉炯 

（重庆市三峡卫生学校） 

 
摘要：语文教学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要如何把如何给学生留下创造的

空间？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要突出重点和讲清难点。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重

点和难点的关系，理解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的概念，按照语文教学的基

本特点，学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学会给学生留白，在时间上、空间

上及思维上给学生留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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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故事，作文课上，老师要学生描述一场想象中的
精彩足球赛，绝大数同学写得很认真，他们把看过的足球赛加上
各种形容词，将练习本写得满满的。然而，老师却把 高分给了
一位 偷懒的学生，这位学生的作文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很抱
歉，由于突然下大雨，人们盼望已久的这场球赛只得改期。”老
师认为这位同学的作文突破了常规思维，大胆想象，自然应该得

高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创新思维的重要性，我们做任何事都

不能局限于常规，只按常规办事，虽然你费了不少力气，但并不
一定得到好的结果，然而思维的突破往往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
果。而我认为语文课中创新思维的培养重中之重,就是要给学生
留下创造的空间。这个空间也就是“留白” 

一堂课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结构，给学生解决学习中的疑惑，
但是适当给学生留点悬念，也就是给课堂“留白”对培养学生创
造性更有价值。“留白”，就是在教学中要给学生思维、操作等自
主活动预留空间和时间，指导教学要给学生留下充足的创造余
地。 

“留白”原是美术术语。对于一幅画的布局，东西方由于对
文化的理解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中国画讲写意西洋画讲写真，中
国讲墨韵西洋画讲色彩，而 为明显的是“留白”，这看似画面
之天地其实乃作者胸中之天地。在整幅画中留下空白，予人以想
象之余地。如此以胜有的留白艺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所谓
“此处无物胜有物”。语文课堂教学提倡洗炼的粗线条设计，留
出足够的空白，使教学过程中拥有更多生成的东西，让蓝天白云
的课堂拥有更多的自由时空。因而教师要学会给学生“留白”，
给知识“留白”，给自己“留白”，达到教与学的交互融合，展现
课堂的生命活力。《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学是师生交往、
互动，课程体验，追求生命共同成长的过程。所以课堂“留白”
能让师生都有自己思索、开创的领地，让课堂教学更能与时俱进。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留白”。 

（一）、课堂时间上的“留白” 
没有时间上保证，一切将无从谈起，新课程要求：改变传统

的以教师的讲授为主为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以学生为主体、
以老师为主导。如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教师在课
堂上应留足学生自主探究的时间，课堂只有四十分钟，如何使“留
白”在课堂上留足呢？多给学生自己活动的时间，让学生自己读
书，自己去感受事物，自己去观察，去发现，去探索。语文课堂
就可以先让学生自主学习，找到本节课的知识目标及重难点。 

（二）、课堂空间上的“留白” 
传统的教学模式总是要求学生“正襟危坐”，不允许“交头

接耳”，教学的空间总是束缚在教室，这些要求束缚了学生的思
维，阻碍了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笔者认为，教学中充分拓展课
堂空间，让学生有序地进行“自由组合”，讨论探究，甚至走出
教室、走出学校，让思维穿越时空，让想象飞越宇宙。语文课堂
里可以让学生相互分享学习成果，大胆讨论，争辩存在的问题。 

（三）、学生思维中的“留白”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教学法者听了一节中国教师的

课，下课时看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有的学生都明白了，意味

深长地说：中国的课学生是带着问号来的，带着句号走的，美国
的课学生是带着问号来的，走时也带着问号。读了这个故事，留
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完成教学重难点，让学生领会全部内容不
是我们追求的 理想的效果吗，细细想来，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新的要求，我们过于关注学生的认知，忽视学生的情感，过于关
注学生的达成，忽视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教学中，教师
提出的问题，不要马上就给出答案，不要非得统一到“标准答案”，
让学生去寻找答案，并鼓励学生找出更多的答案，不要不允许犯
错误等。其次，我们在将学生“问号”变成“句号”的同时，也
要给学生留下新的“问号”，让学生思维中总有“问号”，总是有
问题等着去解决，促进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语文课
堂里尽量不要出现固定答案,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的看法或者是
启示的时候要鼓励学生从多角度多层次去分析，只要言之有理，
我们老师都要给与肯定。 

（四）、给学生业余时间“留白” 
负担过重不利于青少年的情感发展。研究认为，情绪对智力

以及身心健康之间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整天忙忙碌碌，
疲于应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深化、细化所获得的知识，
去发现知识的个人意义，去建构属于自己心灵财富的知识。久而
久之，学生定会变得内心麻木，机械呆板，未老先衰，暮气沉沉。
青少年正处于成长阶段，身体各方面在变化，如果在这时候压力
太大的话，会造成心情压抑，不舒畅，整天闷闷不乐，甚至造成
严重的心理疾病。而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心情的
不舒畅导致身体各个器官发育缓慢，十分影响青少年的成长。因
此，教师不要给学生太多的课余作业，让学生有充足的课余时间
做他们乐意做的事。当代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在教学中就要求学生
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这样学生有自主选择课外作业的权利，不
仅有了针对性，而且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而语文的作业更应该注
重情感的培养，要求在平时的生活学习当中自觉地完善自己，用
语文课本里面的知识来鞭策自己。 

皮亚杰主张：“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造就有所创新、有所发
明的和发现的人。”创新是现代教育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学生应
培养和具备的优良心理素质和能力之一。只有多角度，多种形式
地引发和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不断提高他们
的综合素质。而创造就需要有创造的空间，语文课堂是比较轻松
的课堂，可以给学生多角度的留下创造的空间，给他的思想插上
翅膀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