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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

　 　 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学生的思维能力如何, 直接关

系到学生的听说读写等水平。 因此,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

学中, 只有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才能收到良好的

教学效果。 语文教学中如何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一、 巧设疑难, 激发思维

小学生好奇心强, 对任何事物都喜欢问个为什么。

他们的思维往往是从问题开始, 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逐

步深入, 又在验证答案和应用知识中不断发展。 因此,

在低年级语言文字训练中, 要设计有启发性的问题, 引

导学生带着问题读书, 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在读的同时质

疑问难, 大胆提出问题, 让学生自己学会解答问题, 激

发他们思维的自觉性。 如教 《小小的船》 时, 为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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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句子的训练, 让学生结合插图, 自觉、 主动地化解

难点, 我设计了如下的问题进行分析引导: 为什么说弯

弯的月儿像小船呢? 小女孩怎么能坐到月亮上去呢? 小

女孩在月儿上为什么只看到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呢?

以上提问, 让学生怀着对星空好奇的心理, 自觉地

进行思维, 主动作答, 加上教师的恰当点拨、 分析, 最

终使学生理解全诗意义。 同时教师还鼓励学生大胆提问。

有位学生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这个小女孩是怎样飞上

天坐到月亮上去的呢?” 教师对学生的大胆提问给予了肯

定和鼓励, 同时告诉学生: 由于太空太美了, 月儿很像

小船, 小女孩是想象自己上了天坐到月亮上去了。 这是

一个很自然的联想, 可以让对儿歌诗意已理解的学生帮

助回答。 这样的教学, 既能培养学生自觉思考问题的能

力, 又能消除教师代替学生思维的弊病。

二、 自主学习, 促进思维

新课改倡导学生主动参与、 乐于探究, 培养学生搜

集信息的能力、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就要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减轻学生阅读时的心理压力, 提

高学生的感悟能力, 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是一种享受: 要

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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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内容的艺术美、 思想美, 使学生感到教材不仅是知识

的载体, 更是艺术与思想的结晶。

在教学 《颐和园》 一文时, 我一出示颐和园的几幅

优美风景画, 学生们立刻就被画面所吸引, 我顺势利导,

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从文章中相对应的段落去

朗读, 从中品味文章的优美语言, 感受颐和园迷人的景

色。 学生们劲头十足, 情绪饱满, 热情高涨。 本文要求

学生可选择喜欢段落背诵, 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我

采用自主学习、 小组合作、 朗读比赛、 我是小导游等多

种形式教学, 让学生在品味颐和园的优美景色和感受祖

国的壮丽山河中, 熟悉和理解文章内容, 以此提高他们

的背诵效果, 有效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 解放学生, 发挥潜能

解放学生的口, 就是使学生去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

让他们的想象力自由发挥。 因此, 在教学中应加强他们

说的训练, 让他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多给他们说的机会。

教师要精讲, 把说的机会留给学生, 从而提高他们的口

头表达能力。 解放学生的双手, 就是要鼓励学生敢于动

手, 善于动手, 勤于动手。 语文教学中的动手, 不仅要

求学生会写字, 还要把字写正确、 写美观, 通过动手培

养学生独特的思维能力。 例如在教学古诗 《小池》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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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理解诗意感受到诗句美的同时, 将初夏时节荷塘

中的泉流、 树阴、 小荷、 蜻蜓等自然美景用画面展现出

来, 学生在动手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深了对古诗美的形

象感受。 解放学生的脑, 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去体

会克服困难后的愉悦, 感受成功的快乐。 在教学中, 要

鼓励学生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大胆探索, 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和勇于创新能力。

四、 创设情境, 发展思维

利用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进行教学活动 , 是为了让

学生获得某些难以身临其境的知识和真初的体验。 语文

课上我们可指导学生扮演课文中的角色, 让学生站在该

角色的立场上深入课文, 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童话、 寓言、 故事等都是让学生表演

的好材料。 如在教学 《陶罐和铁罐》 一文时, 我让两个

学生分别扮演陶罐和铁罐角色去朗读课文, 使他们在朗

读中深刻体会铁罐的傲慢无理和陶罐的谦虚忍让, 以此

让他们感受自己智慧的力量, 体验创造的快乐。 根据课

文内容创造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围绕问题多方位、 多角

度思考、 讨论, 鼓励学生敢于提出独特见解, 促进学生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学生在真实情景中, 领悟文章的主

旨, 从而使他们为之所动, 为之所感, 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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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我们应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

律, 在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灵活地选择运用, 使教育真

正成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一片沃土、 培养孩子思维

能力的一片天地。

五、 教贵使之质疑

古人云: “学贵质疑”, “学起于思, 思源于疑”。 现

代心理学家也认为, 疑是思维的火花, 思维总是从发现

问题开始, 以解决问题告终的。 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证明,

能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的人往往闪烁智慧的火花。 牛顿

发现万有引力, 瓦特发明蒸汽机, 都是起源于质疑。 一

般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 而没有创新。 学习应以思考为

基础, 思考是由怀疑和答案组成的, 学习实质是经常怀

疑, 随时发问, 怀疑是智慧的大门, 知道得越多, 就越

会发生怀疑, 而问题就随之增加, 所以发问使人进步。

我们的教育要培养跨世纪的创造型人才, 就必须高

度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质疑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应努力

激发学生动脑筋、 提问题的积极性, 鼓励学生在自主学

习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自己的疑难问题, 并根据不同情况

指导学生于无疑处生疑, 从平常的词句中发现不平常的

问题。 因为, 有些知识教师即使不讲, 学生通过自己思

考、 质疑、 探讨也能分析理解, 其效果比老师直接提问

700



小学阅读与写作

或讲解更好。 再说,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

学习才有兴趣, 才会生动, 因为有了问题才会产生求知

的欲望。 教学实践还告诉我们, 不善于质疑的学生, 学

习态度往往是消极的, 知识面是狭窄的。 而那些经常提

问的学生, 学习积极主动, 思维活跃, 分析、 解决问题

的能力大多较强。 因此, 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已有的知

识, 诱发他们存有的疑难问题, 进而解决问题, 使学生

取得进步。

其实, 孩子的天性是好问的。 两三岁的孩子对世界

就充满好奇, 最喜欢问为什么, 然而逐渐长大后, 这种

好问劲就被家长或老师在教育中不知不觉地抑制了。 国

外的家长在孩子放学回家时就喜欢问孩子: “今天你向老

师提了几个问题?” 而我们中国的家长就喜欢问: “今天

考了多少分? 老师表扬了你没有?”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

中, 课堂提问几乎都是教师问, 学生答, 整堂课学生跟

着老师预先设计的问题转, 很少见到老师问学生有什么

不懂的地方, 有何疑难问题, 针对学生的问题调整自己

的教学。 这很不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质疑能力。

台湾著名学者龙应台也深有感触地指出: “要是我们的教

育不以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为重, 我们的大学也将

办成幼稚园大学。”

对于学生的质疑, 教师的态度应该是: 提倡、 鼓励

和引导、 保护。 通过提倡, 鼓励学生大胆提问。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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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质疑也有不尽合理, 游离于教学目标之外的, 零

星而无价值的。 开始阶段, 教师不可能苛求学生那么准

确地以课文的重点难点质疑, 而是要满腔热情地保护学

生的质疑积极性, 耐心细致地教学生质疑, 在循序渐进

的训练中, 使学生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

如我在教学 《小公鸡和小鸭子》 一课时, 讲到小鸭子为

何捉不到虫子时, 我引导学生观察小鸭子的嘴巴形状,

得出由于鸭子嘴巴扁扁的就捉不到虫子的结论 ( 《教师用

书》 上是这么指出的)。 有一名农村孩子就大胆地举手

问: “老师, 那为什么我带小鸭子去挖蚯蚓时它们都能把

蚯蚓捉住呢?” 我一听就打住了, 可我没批评责备他, 反

而表扬他认真听课, 积极思考, 并鼓励别的学生回家后

认真观察, 把观察的结果告诉老师。 课后通过了解知道,

鸭子不但能用扁扁的嘴巴捉地上爬的虫, 就连飞蛾菜蝶

也能够捉住呢。 假如当时对这名大胆提问的学生批评训

斥, 岂不扑灭了一簇智慧的火花?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安排质疑环节, 给学生质疑问

难的时间和机会, 使学生逐步养成想问、 敢问、 善问的

习惯。 如可以 “揭示课题” 设空白, 培养思维的积极性。

课题是文章的眼睛, 是思维的窗口。 教师可以在揭示课

题后, 引导学生自主读文, 探究解疑。 如教学 《小蝌蚪

找妈妈》 一文时, 我引导学生质疑课题: “看到课题, 你

们有什么不明白或是想知道的?” 学生们纷纷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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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蝌蚪的妈妈是谁?” “小蝌蚪为什么要找妈妈?” “小

蝌蚪是怎么找妈妈的?” “小蝌蚪在找妈妈的过程中发生

了些什么事?” ……通过课题创设空白, 激发了学生探求

新知的强烈愿望, 学生的思维变得积极而活跃, 学习也

变得主动和生动起来! 还可以 “延展结尾” 悟空白, 培

养思维的创造性。 一篇好文章, 常常会使人觉得言虽尽

而意未尽。 在语文教材中就有些写人记事的课文不写结

局, 留下艺术空白, 让读者思考、 想象, 富有艺术魅力。

像 《狼和小羊》 中狼向小羊扑去, 结果怎样? 一部分学

生认为小羊一定被凶恶的狼吃了, 也有一部分学生则进

行创造性思维: 狼呲着牙向小羊扑去, 一不小心, 被河

边的一块大石头绊倒, 一个跟头摔进小溪里, 淹死了;

狼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小羊, 小羊吓得直发抖, 猎人及时

赶来了, 他举起猎枪把凶恶的狼打死了……多么可喜的

创新之花呀! 在课堂教学中, 只要我们能有效地创设

“空白点”, 运用 “空白点”, 把握 “空白点” 的创新价

值, 学生就一定能体会到思考的乐趣, 享受想象的无束,

收获创新的快乐。 除此之外, 还可以引导学生从课文内

容方面发问, 从中心方面发问, 从语句上发问, 等等。

叶圣陶先生曾谆谆告诫我们: 教是为了达到不教。

教师教会了学生质疑问难, 就是教会了学生最好的学习

方法, 将使其一生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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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年级语文教学探究

语文教学是语言训练、 思维训练、 人文教育相结合

的创造性教学。 中国教育学会小语会副理事长、 上师大

教科院副院长吴立岗教授认为: “把发展思维与发展语言

相结合作为语文教学的中心任务, 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语

文教学改革的重大成果。” 语文阅读教学的方法很多,

如: 问题法、 渗入法、 举例法、 讨论法、 感染法等。 其

中 “问题法” 是普遍应用的教学方法。 俗话说: “打铁

要看准火候”, 语文课堂教学同样要抓住契机。 孔子言: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学生 “愤” “悱” 之际, 正是

引导学生通过思辨产生质疑的最佳时机。 “问题” 是课堂

教学的 “波”, 也是形成课堂教学高潮的前奏, 有 “问

题” 更有助课堂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这种引导学生通过对文本的阅读、 思考产生质疑而

加深对知识理解的思维方法, 与贯彻 “新课标” 提出的

“自主、 合作, 探究性学习” 是相吻合的。 然而, 学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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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提出问题与是否积极思考与思维方式有关, 而所提出

问题的水平又与思维水平相关。 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

关键要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 引导学生不回避难题, 主

动寻找疑难, 勇于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 从而引发真实

有效的学习活动, 真正让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学有所

思、 思有所感、 感有所悟。

一、 理论依据

(一) 思与学结合

学起于思, 学成于思。 伟大教育家孔子早就说过: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而孟子也说: “思则

得之, 不思则不得之。” 宋代学者朱熹论读书方法时曾强

调: “先须熟读, 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 继以精思, 使

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心。”

“熟读精思理自知。” 之中的 “思” 指的就是学生对

所学知识及对 “体验” 过程中身临其境的情景进行思考、

感悟、 整合的过程, 也就是 “悟” 的过程。 在观察事物、

分析解决问题和实践过程中必须全心投入, 才能达到随

时思、 全面思、 深入思。 而知识又是思考的基础, 知识

越丰富, 思考就越活跃, 恰如俗话所言 “见多识广, 思

考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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