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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这里仅介绍三种：假设思考法、深究思考法和逆向思

考法。 假设思考法是教师指导学生用假设来重新构思文章的

开头、结构、结尾，再与原文比较，以此提高学生的思维、

想象和表达能力。例如在学《最后一课》时，教师可提出这

样的假设：假如课还没上完，普鲁士士兵就冲进课堂，这最

后一课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假设会大大激发学生的思考

兴趣，他们会积极思考，描绘出一幅幅假设后的画面来。教

师再将学生的发言与原文相对照，就能使学生不但学到原文

的妙处，而且能提高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力。 深究思考法是

教师设计问题或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通过多问几个为什

么而进行深入思考的一种方法。教师指导学生时应要求做到

：首先要确立思贵有疑的思想，要养成提出疑问、解决疑问

的习惯，不唯书，不唯师，认真思考，寻找疑点。其次，要

带疑思考，疑思并进，连环解疑，疑是思之始，也是思之果

。带着疑问去思考，疑问就是引发思考的动因。原来无疑的

，经反复思考，有了疑问，这又是思考的结果。要指导学生

用以下“公式”进行思考： “无疑──有疑──多疑（多问

几个为什么）──释疑”。 如学完《最后一课》，问同学们

还有什么疑问，同学们说没有时，教师可问：“韩麦尔先生

最后为什么话也不说，只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散学了’呢？

作者这样的描写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描写的实际效果如何？

⋯⋯”接着，教师可启发引导学生就这一连串问题进行思考



、讨论。 逆向（或反向）思考法是教师鼓励学生对教学内容

或教师的教学，从相反角度提出问题进行思考的一种方法。

这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逆思法有逆

众性、探索性、开拓性和多维性的特点。如学生在自读《早

》时，有人认为鲁迅先生以早字律己，勤奋读书，这种精神

值得歌颂，但在课桌上刻“早”字的做法值得商榷。作者不

宜用“字是横着刻的，很像是个含苞未放的花骨朵，又像一

支小巧玲珑的火把”这样的文字来赞美。否则，中学生模仿

性强，这位学生在课桌上轻轻刻上“勤”，那位学生在课桌

上轻轻刻上“为国学习”⋯⋯那好端端的课桌将变成什么样

子了呢？虽然这位同学的提法不一定全面，但教师应首先肯

定他的反向思考精神，然后可以在班级展开讨论，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全面理解《早》文作者的良苦用心。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