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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孩子在“想象”中自由飞翔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孩子想象力的实践与思考 

◆曾  婧 

（霍尔果斯市丝路小学  835200） 

 
摘要：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源泉。语文是一门集万千情感、极具魅力、

很容易激发想象的学科，它在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方面具有

无与伦比的作用。我们通过借助语文教学内容、通过多种方法途径对学

生想象力进行培养。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的更牢固，

另一方面还培养了他们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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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一个人的想象力是无
限的，所以“一个人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为创新提供
了基础，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维品质。正是因为想象，人类才能
打破常规思维的束缚，冲破已有知识经验的局限，运用大胆而独
特的方式对碰到的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找到解决途径。试
想一下，人类如果没有想象，就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古文明和日
新月异的现代文明。所以说，想象力不仅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
前，同时也是知识进化的根本动力。 

小学阶段是学生想象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加强学生想象力的
培养，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一条重要途径。学生只有拥有了丰
富的想象力，才能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给自己的思维插上飞翔的
翅膀，不断去探索人类的未知世界，飞向创新的云端。 

语文是一门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学科，现行人教版语文教
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人类想象力的结晶，统编教材中尤为突
出。丰富的想象能力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的内容以及表达方
式，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创造性思维品质，提高他们的创
造能力。因此，作为语文教师，一定要在教学中努力把握教学时
机，智慧运用教学策略，全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教学实践中，
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借助课文内容，引导学生想象 
小学的语文教材中，有相当一部分课文是配有图画的，部编

版的教材中还有一部分配有插图，非常的有趣。老师在课堂教学
时可以把这些课文图文并茂的特点加以延伸，让学生借助插图运
用相关联想的方法发挥自身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对事物的观察
力。老师可以创设一定的意境，有利于学生更好的进入到课文中
所描述的场景中去，深刻体会情感。 

比如，部编版二年级下册《小马过河》，这篇文章篇幅长，
涉及的事物多，哲理深刻。但课文情节美、事物美、构图美，我
们可以利用课文自身的美去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借助精美的插
图，让学生通过插图来说说故事。小马遇到了困难，它求助牛伯
伯时说了什么？松鼠又是怎么对小马说的，仔细观察插图上它们
的表情，也可以让学生合作演一演。当小马又回到了河边，自己
勇敢的过了河。此时让学生说说小马的感受，体会：原来河水既
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说明遇事要自己
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找到答案。 

总之，通过借助课文内容，引导学生进行想象，不仅让孩子
们理解了课文内容，悟出了深刻道理，同时对他们的想象能力的
一次很好的提升。 

二、教给联想方法，促进学生想象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想象和联想能力不足，其中一个主

要的原因就是学生不知道怎么去想，这就需要老师给予学生在联
想方法上进行指导。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相似联想法 
“相似联想法”让学生学会由相似事物引发联想，指的就是

从一个事物外部构造、形状或某种状态与另一种事物的类同、近
似而引发的想像延伸和连接。 

例如：看到蝴蝶起舞想到树叶飘飞；看到圆圆的月亮想到白
玉盘；看到蘑菇想到雨伞；看到菊花想到色彩鲜艳的绣球……这
是“形似联想”因外形相似引发的联想。看到梅花想到不畏严寒；
看到竹子想到坚韧不拔；看到莲花想到出淤泥而不染.......这是
“神似联想”由一种事物想到一种精神。 

我们的想象决不是凭空在头脑中产生的，必须源于周围事物
的启发。 

2.相关联想法 
“相关联想法”就是让学生学会由相关事物引发联想，就是

由一件事物联想到其他与之相关联的人或事物。 
例如，看到五星红旗联想到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联想到新

中国的成立是由无数的先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巨大的流
血牺牲换来的，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看到一排排的白杨树
联想到扎根边疆，保卫边疆的战士；看到蜡烛联想到默默奉献的
老师…… 

相关联想，可以把世间万物联系起来，从而使思维更活跃，
眼界更开阔，语言更生动。 

3.对比联想法 
“对比联想法”是让学生学会通过事物之间的对比引发联

想，就是指由事物的特征联想到与之相反的人或者事物。比如，
善良与凶恶、欢乐与悲伤、成功与失败等。 

例如，在执教部编版二年级下册《沙滩上的童话》一课时我
在黑板上画出了大海、沙滩、海鸥、贝壳……起了一个开头，孩
子们仿照课文的形式也是你一句，我一句的编起了故事。一个孩
子说：“贝壳变成了一艘漂亮的船，船上有一位漂亮的公主。”另
一个孩子说道：“有一个女巫心底很坏她抢走了公主，把公主关
在了城堡里。”孩子继续说道：“有几位勇士听到了这个消息决定
去救公主。”“沙滩上的椰子成了勇士们的武器”，“第一次的营救
失败”，“他们又商量了一个好办法，营救的勇士们分为了两队”，
“一队负责攻打女巫，一队负责营救公主”，“ 后成功的营救出
了公主”…… 

就这样一个完整、又有趣的故事诞生了，孩子们很兴奋。通
过事物之间的对比引发联想，把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转化为语言文
字。 

4.联想创造法 
让学生学会联想创造，这种方法相比于以上几种来将难度更

大，但是对于学生的想象力的提升作用也是 大的，它指的是让
学生对已有的文字的描述进行再次的联想创造，进而展示出新的
形象。 

例如，部编版二年级上册《坐井观天》是个家喻户晓的寓言
故事。故事内容浅显易懂，在理解课文后可以让学生们充分地发
挥想象力进行续写：“当小青蛙跳出井，它会说些什么？想些什
么呢？”从而给学生创造想象的空间，让孩子们尽情地发挥自己
创造力，这样切合实际，使“坐井观天”这个寓言本来比较抽象，
不易理解的寓意很自然地被孩子接受了。 

因此，老师应该把这些方法在平时的教学中一点一点地渗
透，并有意识的不断对学生的这种想象方法进行强化，这样学生
的想象能力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 

三、激发联想意识，养成想象习惯 
教学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通过课文内容引导学生进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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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同时又在教学过程中，十分注意联想方法的授予，学生的想
象能力还遇到了增强。但是，我们觉得这不够， 主要还是要让
学生作为想象力的主体，一定要时时、事事、处处有联想的意识，
进而形成有意识去想象的习惯，这样才是更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
想象能力的。 

1.突出主体地位，争当想象主人 
为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想象力，老师在教学中还必须把学

生放到教学的主体地位，不能让书本知识的课堂教学限制了学生
的思维，要跳出书本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表现机会，这样学生
的思维才能进一步的活跃起来，进而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比如，部编版一年级上册《雪孩子》这一课文，当课文中讲
到“雪孩子冲进屋里，冒着呛人的烟、烫人的火，找哇找哇，终
于找到了小白兔。他连忙把小白兔抱起来，跑到屋外。小白兔得
救了，雪孩子却浑身水淋淋的。这时，救小白兔的雪孩子不见了。
他已经化成水了。”这时候，就是学生发挥其发散思维的时候了，
雪遇见火时会融化，但是为什么雪孩子还是冲了进去？老师的这
一问题极大了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使得学生思考问题也更加的
全面。接着老师还可以接着提出：“这么可爱、善良、勇敢的雪
孩子，我真希望他能再回来。” 

适时的提问把同学们带入到幽深的丛林，大家喜欢这丛林探
险的历程。和同伴们一路跌跌撞撞、嘻嘻笑笑，回过头才发现原
来这种真挚就是你和我的演绎。脑海中浮现出相处的点滴，才发
现可爱、善良的你就在我们身边。层层的点拨、步步的引导，让
联想升腾出智慧的火花。 

2.诱导想象意识，时时处处想象 
想象作文驰骋于感情的广阔的天地里，它可以跨越时间的界

限，追溯往昔，预见未来；可以冲破空间的阻隔，升天入地，登
月潜海；可以让鸟兽象人们一样欢歌笑语；让我们可以和外星人
一直促膝谈心……然而，不管想象如何奇特，它都寄托着作者的
理想和愿望、追求和憧憬。想象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是和人们的
思想感情紧密联系的，它是使他们思想感情的表露和升华，现实
生活中不存在没有情感的想象活动。因此，要启发学生想象，先

要重视调动学生的感情。 
例如，上课开始，教师深情地向孩子们读了一首儿童诗：“妈

妈给我两块蛋糕，我悄悄地留下一个。你别问，这是为什么？爸
爸给我穿上棉衣，我一定不把它弄破。你别问，这是为什么？姐
姐给我几页歌片，我选出了 好听的一页。你别问，这是为什么？
晚上，我把它们放在床头边，让梦儿赶快飞出我的被窝。你别问，
这是为什么？”老师问同学们：同学们，通过这首诗，你想到了
什么？孩子们议论纷纷……然后，老师引导同学们，我们可以把
自己的想象写成小诗，这样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同时提升自
己想象力的一种好的办法，大家能行吗？…… 

一个个情景的设置，一次次气氛的烘托，一段段情绪的渲染
都是我为孩子们摆上的盛宴。从一句到一段，从语序凌乱到顺利
成章，从被动完成到主动提笔，孩子们在盛宴上汲取营养也从能
果腹的低端要求，变得自信高雅，慢慢也登上大雅之堂。二（1）
班里的小诗人也多了起来，每每自己原创小诗在校刊、班报上发
表时，孩子们创作的欲望更加爆棚，这种体验让想象力得到了极
大的鼓励与提升。 

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们的想象潜力是无限的，想象力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源泉。只要我们老师潜心挖掘教材中的
想象因素，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策略，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有创意的表达，就一定能激发学生大胆的想象，激发学生丰富的
情感，展开学生畅想的翅膀，让孩子们翱翔在想象与创新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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