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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阿卜杜斯拉木•沙塔  

（新疆和田市第一高级中学  新疆和田  848000） 

 
摘要：创新不仅是新时代人才的基本素质，也是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的

推进力量。如今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对创新人才

的培养，创新思维教育也开始在各学科中落实。本文将站在高中语文教

学角度，谈一谈如何有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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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不能从传统的角度去看待语文这门学科，认为语文知识

是“死”的，只要花功夫去记忆即可。新课程标准赋予了语文教
学新的任务和使命，教师要从创新的角度，培养出善于质疑，敢
于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才，打破语文教学长期以来遭受的局
限，达到更高的目标。 

一、改变传统的“人才观” 
如果用狭隘的一种智力模式去对具有各不相同智力倾向的

所有学生做好与坏、优与差的评价，或者让学生严格按照老师的
要求去学习只会束缚学生的创造意识，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我
们应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批判思维是高中语文教学中创新
活动的最重要的品质，是最宜培养、发展的个性，是创新精神最
重要的前提之一。  

《阿 Q 正传》中的阿 Q 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这
种性格特征是鲁迅先生所不能容忍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爱阿 Q 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
强，挺起腰杆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对此，有的学生认为，
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阿 Q 们连三餐都无法保证，哪里谈得上“幸
福的未来”？也有人认为，阿 Q 精神胜利法在现实中仍有它的
积极意义，不能一概否认。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身处逆境
时学会自我安慰，等待时机成熟，东山再起，未尝不可。这些说
法便是对传统说法的一种挑战、一种批判，不全是机械地接受，
而是有创见性地学习[1]。  

这种思维能力的培养，关键是要肯定学生批判思维中的合理
成分。在这些思想中，往往有灵感的火花迸发，对于这些珍贵的
“火花”，教师要给予呵护，不要用“冷风”将其吹灭。  

二、设计有效提问  
课堂提问架设起了师生沟通的桥梁，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启

发、引导最主要的方式。高中生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他们的
头脑中有许多新奇的想法，需要教师去开掘。因此，我们绝不能
以“标准答案”来剥夺学生创新思考的权利，而是要“拔苗助长”，
为学生的创新萌芽提供肥沃的土壤。当学生没有想法或者陷入了
思维的困境时，教师设计一些具有引导性的问题，能够点燃学生
想象的火花，指引他们走出当前的“死胡同”。设计有效问题并
不简单，既不能在问题中太过暴露答案，也不能过于深奥，令学
生们陷入到一个新的难题之中。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设计层层递进
的问题，逐渐提高难度，牵引学生的思维一步步深入，在此基础
上把握好问题的挑战性，方能起到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发展的作
用。 

如学习《江南冬景》一文时，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问题引导
学生主动探究：“全文描绘了怎样的画面？文章是通过哪些词语
描绘江南冬景的？文章抓住了江南冬天的什么特点？”通过这些
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逐步掌握文章内容，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
中了解写作意图，把握文章结构，还可以“以小见大”通过对这
篇文章的学习，总结作者的写作手法并学会鉴赏，提高学习效率。  

三、鼓励学生质疑  
当学生敢于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质疑时，证明他们的创新

思维已经萌芽。这是一种积极的学习品质，我们应该大力培养。
其实，教师设计问题的目的就是使学生产生质疑。无论质疑的方
向是否正确，这种学习行为都应该被认可，我们不能要求学生给
出整齐划一的答案，要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中，允许多种想法存
在，这样学生才敢于质疑，乐于质疑。具体来说，教师要摒弃师

道尊严的思想，允许学生对一个问题有不同见解，不要制定整齐
划一的标准，不要给出所谓的“标准答案”，即使学生的回答不
正确，也要给学生机会阐述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教师要引导学
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敢于向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质疑。质疑
的过程同时是学生形成创新思维的过程。如学习《廉颇蔺相如列
传》一文时，有的学生认为廉颇自高自大、心胸狭窄，也有的学
生认为廉颇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有勇有谋的将军，当学生对廉颇
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产生不同观点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文章进
行全方位、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辩证地看待廉颇，明确廉颇是
一个虽然自高自大，但知错能改且有政治头脑的人[2]。教师要注
重培养学生逆向思维，发挥其自主学习能力。  

四、营造宽松气氛  
处于紧张的学习氛围中，学生活跃的思维会变得僵硬，思考

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单一，也会产生莫大的压力。而活跃、自由的
学习氛围对于增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创新性都是明显益处的。
因此，教师要营造宽松的课堂气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使学生获得愉快的情绪体验，能够劳逸结合，真正实现寓教于乐
的教学思想，切实提高学习效率，这也符合语文教学“简约而高
效”的要求。宽松的气氛不仅能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引导学生
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还可以拉近师生距离，加强实时互动，教师
与学生平等对话和交流，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形成和谐氛
围，在讨论中提高，在交流中进步，这也是打造开放而多元的语
文课堂的有效方式[3]。在这种氛围下，师生之间体现的是教学的
“双边作用”，教师和学生针对具体问题各抒己见、积极讨论、
“百家争鸣”，有效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体现教师的专业
素养，是教师挖掘学生创造潜能的方式，同时也是教师对学生求
知欲的一种保护。  

五、结语 
总之，我认为在语文课堂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语文教学不

仅可以有机结合，而且可以使传统的语文教学真正成为创新教
学。面临经济时代的来临，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水
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和发展速度，创新能力和水平的
提高又深深依赖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教育能否顺利实现。而
语文课堂是其中最为基础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语文课堂上培养学
生的创新型思维，提高其创新能力，加快创新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壮大，是极其重要而有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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