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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
罗小丽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易门中学　云南　玉溪　651100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教育部门对高中语文教学质量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作为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

的衔接阶段，高中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为研究课题，首先

提出了高中语文教学中语文思维训练的问题，然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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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语文思维培养过程存在的
问题
（一）不注重学生语文思维独立性培养
对学生语文思维的独立性培养不注重。过分关注学生的

课堂表现能力，导致学生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想法的表达方面，
面对不同的语文问题，无法保障每次都认真思考，对于学生
独立性语文思维的养成十分不利。
（二）缺乏完善丰富的语文教学手段
高中学生语文思维的有效养成，离不开丰富有效的语文

教学手段的支持。但是受到应试教育的干扰，高中语文教学
的重点是提升学生的考试分数，所以很多教师将考试大纲作
为教学指导，教学方法单一机械，以考试分数评价学生的学
习水平，如此一来对学生语文思维的培养十分不利。

二、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
（一）教师自身的语文思维能力必须强化提升
教师是学生成长和发展道路上的引导者，教师自身的素

养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情况。为此，高中语文教学中关注学
生语文思维的培养就必须保障教师自身的语文思维能力是过
硬的。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
握和累积情况，还需要注重自身语文思维能力的培养，保障
学生在提升语文学习能力的同时提升语文思维。

例如学习《荆轲刺秦王》这篇文章的时候，整篇故事发
生在久远的战国时期，再加上文章的生僻字较多，所以想要
促进学生语文思维的顺利培养，教师首先要通读全文，把握
好自己的语文思维，并且将其有效地融入到教学中，引导学
生全方位了解整篇文章主旨大意的同时也逐步形成自己的语
文思维。
（二）发挥情境教学法优势，促进学生语文思维的有效

培养
促进高中学生语文思维的培养，情境教学法是不错的选

择。教师应该灵活运用该种教学模式，在全方位了解教材内
容的基础上，实际教学过程中创设出合理的情景，并且设置
好相应的教学问题，引导学生顺利学习整篇课文。在此过程
中，学生主体的地位被充分尊重了，对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也
更加积极地回答，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良好的语文思维。

例如在学习《荷塘月色》这篇文章的时候，可以发挥多
媒体教学设备的优势，为学生营造合适的教学情境，播放一
些与荷塘月色有关的歌曲或者视频，供学生自由欣赏，在恰
当的学习情境中，学生沉浸在其中，充分感受到《荷塘月色》
这篇文章作者要抒发的情感。在教学环节教师还可以引入恰
当的提问，例如“荷塘月色最能够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作
者希望借助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情感”等，这些问题没有
固定答案，开放性十足，学生完全可以带着问题融入到学
习过程中，在细细品味文章的同时，找寻问题的答案，这样
的学习过程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思维。再例如学习李清照
的《声声慢》的时候，作品是诗人晚年所创，饱含着悲愁和
凄苦，高中学生缺乏人生经历，难以真正体会诗人的创作情

感，为此教师可以向学生详细介绍词人的经历，引导学生阅
读这首词的时候把握好主线，明确朗读要求，感受“境由心
生”“音容笑貌”促进课堂教学幻境的进一步丰富，学生走进
词人的内心，感受其内心的愁苦。
（三）促进语文教学生活化，培养学生语文思维
语文本身就是一门生活性很强的学科，透过生活讲述语

文往往能够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深
入挖掘语文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契合点，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
生活化语文资源，让学生深入观察生活，感受语文知识的现
实意义，强化对语文知识的认知，感受到语文知识的魅力
所在。

例如在学习鲁迅先生的《祝福》一文，教师引导学生就
以下问题深入探讨“如果祥林嫂没有失去儿子，那么她是否
会幸福的生活”“如果祥林嫂的丈夫没有去世，那么她的人
生又会有不一样吗”。在学生就这些问题探讨之前，教师让学
生结合实际生活，现代社会妇女年纪轻轻就失去丈夫，儿子，
那么她们的生活会出现什么变化，是否能够继续平静生活，
对比显示，学生意识到祥林嫂之所以有着悲惨的人生并不是
这些外因所致，而是其处于封建社会，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是
时代的产物，如此一来语文学习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学生
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四）利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展开语文教学
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有效应用也能够促进学生语文思维

的培养。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小组合作学习优势明显，不
仅促进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还有利于学生探究精
神的培养。传统语文教学往往是教师占据主体地位，而学生
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无疑限制了学生语文思维的培养，
为此高中语文教学中需要恰当地选择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以
此锻炼学生的语文思维。
（五）关注学生个性，做到因材施教
高中语文教学中促进学生语文思维的培养，还应该关注

学生的个性，做到因材施教。恰当运用鼓励对策，肯定学生
的进步，鼓励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语文学习活动中，促进其语文思维高效培养起
来，并且提升其综合素养。

三、结语
总之，中学语文教学强调学生语文思维的培养是学生发

展的需要，也是语文教学的需要。大多数一线教师必须根据
学生的整体发展积极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以负责任的态
度进行语文教学，并采用更多新颖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
语文思维水平，提高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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