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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认为，在

语文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语文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

的读、写、听、说能力，而读、写、听、说都和思维密切相

关。如果一个思维不敏捷，思路不开阔，思考不周密，思想

认识不深刻，思维缺乏创造性，那么他的读、写、听、说都

不可能是高水平的。可见，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思维训练是十

分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说，加强思维训练

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 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语

文教材入选课文的篇目多，课时又有限，完成规定的教学任

务课时都很紧张，哪里有时间去进行思维训练呢？其实这种

顾虑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因为语文教学中的思维训练，并不

是在完成了预定的教学任务之后，另外添加的教学内容，而

是在进行读、写、听、说训练的时候，就已经融进了思维训

练，这就是所谓的寓思维训练于读、写、听、说之中。通俗

地说，思维训练并不是撇开课本另搞一套，而是在指导学生

读、写、听、说的时候，教给学生应该想些什么和怎么去想

。这样，不仅进行了思维训练，而且也会把读、写、听、说

训练搞得更好。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尽管对思维训练的认

识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然而实际情况是，每一位语

文教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进行着思

维训练。所不同的是，有的是有意识进行的，有的是无意识

进行的。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划



分文章的段落层次，理解人物的诸方面思想品质，领会事件

的种种性质等，这就是把阅读对象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并

一一认识其本质属性，即思维过程中的分析。在课堂上指导

学生总结段落大意，总结人物的性格，总结事件的总体性质

等，这就是把阅读对象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们分别的本质属

性合成一个整体，即思维过程中的综合。在课堂上指导学生

通过课文叙写的人物、事件等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这就是

从具体事实中概括一般原理，即思维形式中的归纳。在课堂

上指导学生运用学到的语文知识去理解语言现象，这就是由

一般原理推出特殊情况的结论，即思维形式中的演绎。上述

种种教学活动，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上极为普遍。由此看来，

思维训练在语文教学领域中，几乎人人在做，天天在做，并

不神秘。问题是，此类教学活动有意识去做和无意识地进行

，其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具有进行思维训练的意识，在课

堂上进行此类活动时，有意识地针对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恰当地传授一点儿思维方面的知识，传授一些思维的方法

，那么其教学效果比不这样做绝不相同。由此不难看出，作

为语文教师，具有或增强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思维训练意识

，是非常重要的。 进行思维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的质量，使学生的思维具有良好的品

质。具体地说，就是要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广阔性、深

刻性、周密性和创造性，使他们的思维发达起来。 在语文教

学活动中怎样进行思维训练呢？那就是教师有意识地、不失

时机地、从不同方面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去培养学生的各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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