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理念的

普及，初中语文教学逐渐开始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初

中生在心理和身体上处于快速发展期，是思维能力培养的黄

金阶段。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

促进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未来发展。本文将针对初中语文教学

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并结合笔者多年工作经验

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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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一门最基础的学科， 对学生接受信息和理解信息

的能力有着较大的帮助，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有助

于提升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能力，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因此，利用语文知识的应用

性和基础性特征，拓展学生思路，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有

着现实意义。
一、激发学生兴趣，推动思维能力发展

兴趣是学习行为的动力， 学生有兴趣才能够全心投入学

习之中，通过积极探索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拓展学生的思维方法，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因此，
教师应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以激发学生兴趣和求知欲作

为目标，在课堂上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比如游戏法、多

媒体教学法、小组合作探索等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避免学生

对语文教学课堂产生乏味感。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中不能急

于告知学生标准答案，抑制学生的个人想法，而是要通过引导

和启迪，来使学生展开合理的思维探究，从而使自己获得独到

的理解，科学地构架语文学科知识，既能够满足求知欲，又能

够在学习中充满信心。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兴趣得到了极大

的提升，对语文学习更加有信心，思维能力也将不断提高。
二、引导学生质疑，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在学习中充满疑问是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基础，
学生有了疑问，才能够在面对众多问题时积极寻找解决方法，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传统教学中，教师在课堂

上往往喜欢直接告诉学生标准答案，并且让学生查漏补缺，发

现自己与标准的不同并进行改进。 这样的方式虽然能够在短

时间内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但是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被标准

答案束缚了思维。 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改变知识传

授方式，引导学生质疑问题，并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在

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才会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思维能

力，促进学生的未来发展。比如在进行初中语文人教版教材中

《孔乙己》一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读完全篇后分析

情节的逐层递进，并解释结尾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

话中，为什么“大约”和“的确”关联使用呢？ 学生面对问题，将

会充分开动脑筋，对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对照着的行文特色

和小说的整体风格，对孔乙己所处时代的挖掘，最终找到问题

的答案。经过这样的思维探究活动后，学生的思维能力会获得

一定的提高。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质疑问题，对不懂的地方提

出自己的问题，并积极探究思考，从而达到提高个人思维能力

的目的。
三、激发学生想象力，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想象力是拓展思维能力的前提，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由于

对未知的好奇，从而引起探索欲望，进而通过大胆想象来获得

对问题的简单认识，并对知识进行求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当充分挖掘学生好奇心， 最大限度利用学生心理激发学生想

象力，使学生养成勤于思考的好习惯，鼓励学生大胆提出新的

问题和新的观点，提高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教师要给予学生自

由的想象空间， 使学生能够通过已有的旧知识积极构建新的

知识，满足他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使他们有着更强的思维

能力。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想象

力，使他们有开阔的思维空间，养成发散性思维，通过不同角

度观察问题，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不但能够锻炼学生的思维

能力， 还有利于促进学生在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解

决实际问题。比如说在学习朱自清的《春》一文时，教师可以利

用多媒体让学生感受春天的各种特征， 通过让学生进行阅读

想象来感受春天的魅力，体会作者当时在描写时的那份心情。
学生通过想象，将原本单调的语文知识融入于画面中，在理解

文章的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思维能力。
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开展语文实践活动

新课程改革中，教师教学应当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在学

习中的主体地位，避免出现一言堂等教学模式，而是要鼓励学

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能力，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差异进行分层教学，满足每个

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过关注每一位同学，能够激发他们的参与

积极性，不断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另外，知识来源于生活。语

文更是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 课堂学习毕竟有容量限

制，因此教师可以开展语文实践活动，通过综合性的实践来提

高学生的素质修养，加深他们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开拓他们的

思维，最终语文知识的应用能力得到提高。 比如，通过演讲比

赛、辩论赛、情景剧等实践活动，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应用所

学知识，提升思维能力。
五、结语

语文教学中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努力，
教师应当改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

想法和主体地位，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有效的教学计划，在学习

中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使

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学习探究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升， 最终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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