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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课堂点滴小事，挖掘孩子思维潜力

◎王自辉
摘要：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到学校来，不仅是为了获得一份知识的行囊，主要的还是为了变得更为聪明。”低年

级作为启蒙阶段，这个阶段的思维发展是学生今后发展的奠基石，它必将服务于后继学习。因此，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

生的思维能力，使之在学习中勤于思考、乐于思考、恒于思考，真正成为思考领域里的小劳动者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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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只是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现成的

科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去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创造出新的知

识。因此，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发

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目前学校教育的重

要任务。在小学低年级教学中非常重要。

下面我想就如何培养低年级学生的思维能

力谈几点浅见。

一、帮助孩子牢固地记忆知识

知识记忆得越牢固、越准确，提取得

也就越快、越准确，成功地解决问题的可

能性也就越大。著名文学家巴金老先生能

清晰准确地背诵数百篇文章，他坦言这些

青少年时期背诵美文的积累，对他后来的

写作帮助很大。一天中午，孩子们排队打

饭，广播里播着朱自清的《春》——	郑

智笑眯眯地说：“我知道这是朱自清的

《春》。”“你怎么知道的？”我一边打饭，

一边问他。郑智自信地回答道：“我还知

道出自七年级呢！”只见他一副得意扬扬

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我在阳台上洗碗，

他悄悄地来到我身边，小声地说：“王老师，

你猜我能背几句？”“我猜不到！”我说。

“我能背七句”，他接着说。	“背来我听听”	

“fen 望着，fen 望着，”我马上打断了他，

连忙纠正“盼”的发音，他接着背了下去。	

我碗还没有洗完，没有想到这小子又来了，

说“王老师，我再考考你，你知道可以用

钢叉挖田的是什么动物吗？”这下真把我

问住了，我马上想到了《少年闰土》一课

中的猹，我说“cha”，他点了点头，走开了。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经常来考我，不

是出字谜，就是背古诗，还出一些稀奇古

怪的问题来考我。可见，知识积累的重要

性。从一年级开始，我就采取多种措施，

从不同的角度激发孩子们课外积累，鼓励

孩子们背诵经典，比如：《弟子规》《千

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二、教授思维方法，培养孩子思考问题的

习惯

鼓励孩子们主动发现问题，不要被动

地等待老师直接说出答案。提高孩子对问

题的敏感性，还要让其主动地对问题进行

思考和了解，主动分析问题的各个条件，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体验到学习

和思考的乐趣，培养孩子们勤于思考的习

惯。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应鼓励学生从

不同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提出各种假设。

作为老师，不要对这些想法进行过多的评

判，以免过早地局限于某一问题当中。鼓

励学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尝

试不同的解决方法和策略。一天，我们学

习《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一文即将结束

时，只见他高举右手，说：“我有一个疑

问？”“请讲！”我说。他说：“假如所

有的孩子都是手捧空花盆去见国王，王老

师，国王怎么挑选继承人啊？”不错哟！

能另辟蹊径，提出这样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这个孩子名叫马旭，是一个思维十分活跃

的孩子。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一个有价

值的问题，这也许与我的启发有关吧！

三、注重创造性个性的塑造

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作为教师，应

该接纳孩子们提出的任何奇特的问题，并

赞许其好奇心。好奇是创造活动的原动力，

可以引发孩子进行各种探索活动，应给予

鼓励和赞赏，不应忽视或讥讽。应该经常

鼓励学生发现新的问题，并去探索他们发

现的问题。

重视非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非逻

辑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各种创造活动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贯穿整

个创造活动的始终。我和孩子们一起学习

《称象》第四自然段的时候，我问：“曹

冲称象分几步？”有的孩子回答：“分四

步。”有的答：“五步。”总之回答得一

团糟。我让孩子们找到“再”“然后”两

个词，并且要求孩子们用双竖线将这几句

话隔开。同学们顿时恍然大悟，并且抢着

说：“分三步，首先怎样，再怎样，然后

怎样。”“说得很好呀！我们在以后的作

文中也要这样写出一定的顺序。”当我问

到：“在曹冲所用方法的基础上，你们还

有什么要改进的吗？”王语佩第一个举手

抢答：“用人代替石头，人上船更方便。”“不

错哟！真会思考，回答到点子上了。”我

说。其他孩子也依葫芦画瓢，万雨萱说：

“用苹果代替石头。”有的说：“用猪代

替石头，赶猪上船比运石头轻松省力。”

还有的说：“干脆把大象赶到磅秤上，一

下子就称出了大象的重量。”这帮熊孩子，

思维还很敏捷的嘛！中午十分，孩子们在

做练习的时候，也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我

写道：“用人代替石头，人上船更方便。”

我儿子看了说：“我也抄你的，谁叫你抄

王语佩的呢？”我听了，哑口无言，心想：

还是要“动脑筋，想办法”，要独具匠心，

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啊！不然就会落得如

此“下场”，值得好好反思啊！

虽然培养孩子们的思维方法多种多

样，但并不存在捷径或“点金术”。这就

要求老师抓住一切有利时机，随时注意培

养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尽可能地让孩子们

越来越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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