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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想象力的培养策略
陈丽娜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130000

摘　要：想象是创作的主要动力，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是培育学生思维能力的关键途径，而小学阶段正是激发学生想象力的

重要时期，因此小学教师在课堂上应不拘泥于形式，随时点拨学生，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学生只有充分拓展想象力，才

能开阔思维空间，让思维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从而突破当前的思维定式，学会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并在具体应用中追求问题

的方案、结论以及设想，进而实现创新的目标。从语文教材的内容来看，当前很多文章都要求学生结合文本的语言进行想象，

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挖掘出文本的有利素材，以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促使学生形成开拓精神，发展学生的创造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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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广大教育者一直都在深思如何培养学

生的想象力，这也是当前教育体系中的重要课题。对学生而

言，想象力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与提高其认知的基本能力，

同时也是教师在小学阶段的教学重点。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

想象能力有利于学生全身心地投入课堂学习中，感受语文学

科的魅力，从而培养学习热情。因此，教师要摈弃落后的教

育模式，积极创新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发挥自身想象能力，

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

一、想象力概念简述

从字面上理解，想象力指的是人们在自己的思维中进行

创新的一种能力，这是创造的源泉。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远

比知识重要得多，因为知识是有限的，但是想象力却是无限

的，其概括了世界上的一切，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同时这也

是知识的源泉。由此可见，想象力具有重要作用，有了想象

力的支持，世界才能变得更加精彩。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小

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思维异常活跃的阶段，总是充满了奇思

妙想，但是这种想象还只停留在脑海中，没有应用到实践中

来，因此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不断观察、想象、聆听，

从而逐步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让学生乘着想象的翅膀自由

翱翔。

二、培养小学生想象力的教学现状

兴趣当前，学生在进行作文写作过程中最先表现出的问

题之一就是写作兴趣的缺乏，甚至有些小学生对作文写作产

生了一定的畏惧心理，将作文写作当成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任

务在应付。由于多数小学生的语言积累并不充足，因此在写

作过程中，难以展开想象，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对作文写作

抵触的现象。此外，教师布置的写作任务主要目的是为了提

升小学生的作文成绩，一旦达不到预期效果，小学语文教师

就会采用较为传统的方式开展作文教学活动，长此以往，小

学生不仅对作文写作失去了兴趣，还阻碍了想象能力的进一

步发展。

目前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情况来看，学生想象力的培养

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我国长期实施应试教育，虽然素质

教育的理念已经普及开来，但部分教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在教学中过于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在课堂教学中更注重给

学生灌输知识，并不重视对学生进行思维教育，这并不利于

学生的生活。另一方面，小学生年龄尚小，这个时期的理解

能力还不够强，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正确引导，则很

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样就无法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的作用，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也由于缺乏想象力而无法学以

致用。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想象力的培养策略

（一）发挥信息技术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小语文教学主要从阅读、朗读背诵及写作三个方面对学

生进行培养。语文属于基础科目，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具有

很强的综合性，除了可以帮助学生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之外，

还能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与审美观点，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的重要科目。由于语文学科的重要性，当前新课程改革

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重点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并且要发挥先进技术的作用，从

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作用。当前科学技术水平正不断

提高，计算机技术已经被人们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给小学

阶段的教学提供了诸多帮助。小学生年龄较小，接收能力有

待提高，尤其是很难接受复杂抽象的内容，甚至还会产生厌

学情绪。为了达到培养学生想象力、提高学生成绩的目标，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了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将教材内

容制作成生动有趣的视频，并配上图片制作成 PPT，取得了

理想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将注意力快速集

中到课堂上，从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课堂上教师可以结合

精美的图片，让学生在观看图片之后进行联想，最后与其他

学生分享故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有助于充分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

（二）融合游戏教学，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贪玩是小学阶段的学生的天性，这个阶段是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意识的重要阶段。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学生的

特点开展教学活动，以游戏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

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产

生学习的欲望从而主动学习。例如，面对涉及很多角色的

文本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应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自主

挑选喜欢的角色，然后有感情地进行朗读，或者通过表演的

方式对课文内容进行演绎。之后针对学生扮演的角色提出问

题，让学生思考自己扮演的角色主要做了哪些事，有哪些思

想情感等。最后结合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分组进

行学习，这样课堂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能够调动学生的参

与积极性。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设置问题时应尽可能保证

难易程度与学生的认知能力相符合，让学生可以充分进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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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只有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

想象力。

（三）多重联想方式相结合，培养学生想象能力

联想是想象的基础，即通过某个事物想到另一个事物。

教师应掌握联想的不同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方法：第一，接

近联想，即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同一个空间、时间中与之相接

近的事物，如由雪联想到冰；第二，类似联想，即从一个事

物联想到另一个有相同或相似特点的事物，如从儿童联想到

花朵；第三，对比联想，即由某个事物的特点联想到另一个

对立的特点，如由懒惰联想到勤奋；第四，因果联想，即从

事物的起因联想到结果，比如由秋天来了联想到树叶变黄。

除了以上提到的四种联想办法之外，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进

行联想串联，避免学生由于自身想象能力不高而无法联想。

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引导学生联想时应有针对性，对于低

年级学生可通过有趣的事物引导其联想，对于中高年级的学

生则可以让其进行具有一定深度的联想。

（四）灵活拟题，营造想象空间

由于小学生的各方面发展还不够成熟，指定的题目往往

会使小学生的思维受限，教师在上作文课之前，要对文要求

进行深入地思考，找寻更适合本班学生的写作方向。学生的

想象力要想进一步发展，教师就要有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对其

进行引导。在作文的相关要求下，教师可以灵活一些，通过

半命题的方式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作。此外，教

师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对作文要求有深入理解的前提下，

提出一个较为生动的题目，并让学生对作文题目进行评价和

思考，让学生明确好的作文题目不仅能让人眼前一亮，还有

利于作文水平的提升。同时，活泼生动的作文题目不仅能增

加学生的写作兴趣，还能进一步开动学生脑筋，发挥学生想

象，创造出更有活力的文章。有创意的题目并不代表着天马

行空，而是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积累下提出的，同时也

符合写作的要求，能激发学生的想象能力。在题目的基础上，

教师也要在学生写作过程中给予及时的引导，避免学生在写

作过程中由于想象过度而写偏，相信这样学生在作文写作方

面的想象之花定然会更好的悄然绽放。

（五）创新教学体系，完善教师队伍

好的教学方法必须要有良好的教学体系支撑，对教学体

系进行创新可以使想象力的培养更为系统化，从而达到最佳

的培养效果。例如，在上作文写作课时，教师采用了创设情

境和提问引导的方式激发学生想象力，那么在下一节作文写

作课中，就可以通过点评作文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进一步使学生的发散思维更好的建立，帮助学生系统化地提

高想象力。与此同时，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有明

确的写作目标，再根据目标去制定相应的写作计划、任务，

并通过相应的修改和评价，对学生的目标达成情况进行检验。

这样才使作文教学效果更上一层楼。此外，学校要加强教师

队伍的培养与建设，进行相应的培训和考核，以此来提升教

师的综合素养。

综上所述，想象力无界限，将其与智慧结合就能迸发出

惊人的创造力。学生具备这种创造力之后就能形成创新思维，

从而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进而翱翔在知识的海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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