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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地运用各种思维方式和方法，高效率地达到既定目标的

思维。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如何才能达到科学思维的理想境

界呢？近年来，心理学、思维学、创造学等学科的学者曾就

此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模式，归纳起来有几十种。在这里，就

其中比较重要和常用的模式，针对中学生的学习实践，进行

一些理论与实例结合的方法演示。1.逻辑分析法这是指在语

文学习过程中，主体通过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比较

、抽象和概括，进而获得概念，形成判断，进行合乎逻辑推

理的思维活动过程。在人类的学习活动过程中，这是一种最

常用的思维方法。概括地讲，它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实

现。第一，确定思维方向，理解问题实质。如在以《我的父

亲》为题作文时，就要搞清楚这类型文章的构成要素、各个

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整个文章中的地位；搞清楚未知

因素是什么？现有资料情况如何（有多少可以利用？！能否

满足要求？）等。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思考，都有助于把

握问题的实质。第二，拟订解决问题计划。即思考如何更好

地运用这些有用资料以达到问题的解决，制订解决问题的最

佳方案。如果不能直接找到有用资料与未知因素之间的联系

，可采取迂回性战术，先探讨有助于解决主问题的一些辅助

性问题。如思考：在以往学习过程中，遇到过同类型或相类

似的文章吗？这类型文章的具体写作步骤是什么？它能够有

几种不同的写作方法？它们是如何运用典型材料来衬托鲜明



个性的？对这些问题的逐个思考，将有助于制订和选择写作

的最佳方案。第三，具体执行计划。即要尝试性地运用各种

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既是具体地检查和验证每一个步骤，保

证它们正确无误，又要回到原来的问题，检查解题的结果，

弄清结论是否真正同问题切合，是否还可能派生出其它结果

。至此，一个思维过程才算结束。2.顺向求同法顺向思维，

是指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循着课文内容的指向去思考

。在语文学习中，循着课文内容的指向思考，并从正面考虑

问题的答案，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求同性。例如，学安徒

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分析课文第二大段内容时

，根据课文描述的四次幻景的内容，从正面去思考，得出答

案：一方面，表现了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得到温

暖，得到食物，得到欢乐，得到亲人的爱抚；另一方面，说

明在当时的社会里，小女孩不可能得到温暖、食物、欢乐和

亲人的爱抚，因此，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能是幻想

而已，从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让学生热爱

社会主义，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学习，为开展创造性

思维奠定了基础。3.同中求异法这是一种与求同式相对应的

思维方法。即指对同一问题可不依常规，而从多方寻求答案

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它鼓励人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

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或答案，力求提出个人独特的见解。

它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既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能使

思维起点和过程都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从而摆脱传统的窠臼

，提出新的见解。如以“时间就是财富”为题作文，除审视

时间与财富之外，还思考时间与纪律、胜利的关系，审查时

间与知识、智慧的关系，考查时间与社会道德、精神文明的



关系，审视时间与个人成长的关系等等。这样就可能拓宽思

路，写出文章也自然不会流于模式化。对中学生而言，衡量

这种方法是否掌握的标准，一是有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意

识和技巧；二是有运用不同方法和不同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

的能力。4.联想展开法这是根据事物之间某些方面的相似，

由此而推测出它们在其它方面相似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在帮

助人们记忆和理解知识、沟通知识间的联系，形成具有一定

结构的知识网络，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十分广

泛的用途。人们在学习过程中常用的联想方式有相似联想、

对比联想、接近联想、关系联想等。由于学科性质与解决任

务的不同，其联想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如在作文训练中，

除上述的几种方式之外，最常用的有以时间为序的纵式联想

、有以空间为序的横式联想、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联想等

方式；而在数学学习中，关系联想就采用较多一些。要使自

己拥有卓越的想象能力，首先要不断丰富知识、扩大知识面

，一旦遇到有通感的事物，联想就会很快展开。其次要有联

想意识。对于要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从它的正、反面，以

及与它相近、相似的关联事物和经验中，多角度地进行思考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再次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

地进行联想训练，使自己联想技巧得以提高。如对课文采用

摘句联想、情节补白、添枝加叶、编续结尾、改编续写，进

行快速构思式的即兴作文，即兴发言等训练，对提高联想技

巧都有帮助。5.全方位思考法运用这种方法观察事物、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使主体思路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点或某

一个面，而是从点到面、从面到体、点面体并存；既思前因

，又想后果；既可从空间方位、时间顺序上来考虑，又可从



逻辑上来分析；既要考虑整个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各种关系，

考虑本系统与它系统的关系，又要考虑大系统对子系统的影

响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多路互补的结构，

克服思维片面性，真实地把握事物的实质。这种思维方法在

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运用，首先，对问题的思考，除了采用从

时间、空间、逻辑等上考虑具体方式外，还可采用要素分析

的方式，即把事物或问题的构成要素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再

综合。如作一篇文章，不仅要考虑审题、选材、开头、结尾

、乃至字词句、语言、逻辑等各种要素，而且还要进行组合

。组合得好，作文就成功；反之，缺少一个要素，都会功亏

一篑。其次，通过纵横定点，点面织网、顺逆互变、同异对

比、链条沟通、面体延伸等方法来建立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

。只有把问题放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才会更好地理解。

再次，要有目的、有条理、有步骤、有秩序地从多方面来扩

大思路，避免思维的片面性，进而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的境界。6.逆向对转法这是对一般必须做如此思考的事

物，完全从通常的、固定的对事物认识途径的相反方向去思

考的思维方法。运用它可加深对概念的理解，使知识深化、

活化，使知识结构更趋于合理化，能培养辩证思想，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如作文练习，本质上就是对常规思路的

逆反，从程式化中开辟新思路。但目前中学生作文程式现象

相当普遍，即构思模式化、材料通用化、语言成品化。若有

意识地采用逆向对转思维方法，经过长期练习，就可达到构

思巧、材料新、语言精的境界。如学习《变色龙》一文时，

先顺向思维，作家用讽刺和幽默的笔触，通过描写一个表面

令人可笑的故事，淋漓地揭露了沙俄警官奥楚蔑洛夫之流趋



炎附势、逢迎拍马而又专横跋扈的“变色龙”本质。然后逆

向思维，即这么设想“金饰匠赫留金的手指头被咬以后”，

遇到的警官与“奥氏”相反：刚正不阿、公正无私。那结局

也许会是这样：“赫留金用燃着的烟头烧狗的鼻子，是他手

痒得不耐烦了，告诫他今后别再招惹不懂人性的小畜生了；

而这狗呢，不管是野狗、将军的狗、还是将军的哥哥的狗，

都在严肃处理之列⋯⋯”尽管这样的警官在当时、当地绝无

仅有，但这样做，一个正面的警官形象就站立起来了，相比

之下，奥楚蔑洛夫等无耻小人的变色龙嘴脸就更加鲜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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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