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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教学分析 
◆许雪飞 

（信宜市教育城小学  广东信宜  525300） 

 
摘要：思维是学生学习中的灵魂与核心力量，同时也是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想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提

升，就要重视学生的语言发展，将其与语言文字的使用相结合，在真实

的情境中通过有效的阅读来促进思维的发展，在培养学生想象能力、理

解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

学生今后的语文学习奠定基础。因此，本文对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基

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教学进行分析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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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维的界定和内涵指的是在日常的学习中，学生在遇到问题

时，要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进行解决，如探究、分析、比较等，思
考产生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在思考中产生的想法
就是思维。根据文献记载可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将“思维的发展与提升”纳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强调
语文教学在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同时，发展和提升思维
品质。因此，在今后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将学生思维能力
的发展视为教学重点，从多种角度开展教学活动，在实现教学目
标的同时，还能够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 

1.发展思维能力 
1.1.引导高层次阅读理解 
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与理解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解

能力所指的并非是基础层面的理解，而是深入地、高层次的理解，
理解篇章结构，能从整体上对阅读材料做解释，且能结合社会经
验对阅读材料有深刻的、自己的理解。传统的小学语文阅读中，
由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有限，无法联系整体语境比较分析、思辨
评价等，阅读零散不深刻，多属于低层次理解。为此，教师在实
际教学中要发挥自身的引导者作用，带领学生整体感知文本，提
取整合关键的语言信息，理解句段内容；探究句段间联系，理清
文章思路；联结已有经验，深入领悟文本意蕴，并对文本内容、
篇章结构等做出合理的评价。这样的阅读理解过程，学生必定需
要用心“想”，即通过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等思维过程，把
握行文思路，探寻文本主旨，鉴赏表达形式，既培养了高层次理
解能力，又发展了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1.2 创设丰富的活动情境 
如若在单一的环境中开展教学活动，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无法

得到有效发展的，要想实现教学目标，就要创设丰富的活动情境。
例如，在《昙花》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
况，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发展学生深度思考与有序表达等能
力。首先，尝试概述。默读课文，探究李小龙和昙花之间发生了
哪些事，尝试用一句话概括一件事；教师以第一件事为例示范概
述“邻居夏老人送给李小龙一盆昙花，李小龙欢欢喜喜抱回昙
花”，进而浓缩为一个短语“抱回昙花”；学生尝试实践，阅读思
考，提炼主要语言信息，概述其他事——养昙花、盼花开、守昙
花、梦昙花等。然后，梳理情节。请学生依据小标题概述李小龙
和昙花的那些事，厘清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训练有序表达的能
力。 

2.指导思维方法 
2.1 培养系统思维 
虽然大千世界中的物种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但是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他们之间均具有一定的联系，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内容
也同样如此。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培养学生整体意识、
系统思维。单篇阅读，引导学生厘清作者思路，整体把握文本内
容及主旨；同类文体阅读，引导学生比较异同，发现“类”的共
性特点，获取“类”的阅读方法；写作教学，引导学生学会围绕
写作目的整体构思，确定材料的选择、详略的安排等。 

2.2 培养创新思维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柱，因为有了创新，国

家才得以蓬勃发展、繁荣富强。所以，小学语文教师在发展学生
思维，培养其核心素养的过程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鼓励学生“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运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探究”，摆脱常规思路、习惯思维的束缚，能沿着不同
方向思考探究，培养发散思维、创新思维。例如，在《龟兔赛跑》
学习中，引导学生创作《龟兔赛跑新编》，学生创编的故事情节
各具特色，故事结局也各不相同。这样的语文教学，给予学生思
维方法的引导，即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不拘泥于一点或一条线索，
思维的触角尽可能向多方向扩展，做出多种设想，寻求全新的独
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3.提升思维品质 
3.1 引导深度阅读 
绝大多数学生在阅读《草房子》课外读物时，过于重视故事

情节，其中色彩鲜明的插画等，对人物的性格特点等一知半解。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立足学生的实际情况，更新教学思路，引
导学生尝试运用画思维导图和联系的方法进行深度阅读。以桑桑
为例，教师带领学生回忆写桑桑的相关故事情节，提取关键词概
括每一个故事，透过每一个故事分析人物特点，画成思维导图，
教师引导用联系的眼光分析思维导图，即将桑桑前后经历的事
件、性格变化联系起来，看到了少年桑桑的成长经历。深度阅读，
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视角，打通了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深化了学
生的理解与思考，学生的思维从零散走向整合，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肤浅走向深刻，深刻性、广阔性等良好思维品质得以提升。 

3.2 培养问题意识 
思维的产生是由多种问题所引发的。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

师要想促使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就要以问题为契机，根据教
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其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
问题，逐渐培养问题意识。例如，在《真理诞生在一百个问号之
后》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教学内容向学生提出问题，通过有效
的回答来养成问题意识，提升其理解能力，如：为什么说真理诞
生在一百个问号之后？是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在一百个问号之
后诞生的？作者如何说明“真理诞生在一百个问号之后”这个观
点的？等。 

4.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除了让学生将所学

知识进行灵活运用，还要促使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实现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思维
的发展，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将现代化教学理念融入其中，运用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思维，使其获得良好的思维品质，
为其日后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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