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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藏文教学创新思维培养

◎卓玛
摘要：我国的教育部门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做好创新人才培养教育工作，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

的创新人才，进而推动社会更好的发展。小学藏文教学中要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要设计出优质的培养方案引导学生的思

维能力能够不断提升，进而在完成创新思维培养目标的同时，促进学生的未来发展更加广阔。

关键词：小学藏文  创新思维  培养策略

藏文是我国藏族地区的人们在生活与

生产中普遍运用的语言，可以说藏文是推

动我国藏民族快速发展的重要元素，也是

藏族传统文化有效传承的重要内容。因此，

小学藏文教学中要注重藏文教学过程，以

当下需求的创新人才为教育目标，在教学

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而在促进

学生快速掌握藏文知识的同时具备创新能

力，在满足当下人才要求的同时促进学生

更好的发展，以下内容针对小学藏文教学

创新思维的培养策略进行了研究。

一、利用教材内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教师在传授学生藏文知识时，要采用

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进

而促进学生能够满足当下人才的需求。教

师在培养学生时可以充分利用教材内容，

因为教材是教学中的主要依托元素，依靠

教材内容实现藏文的教育过程。教师可以

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

通过自己思考的过程去回答问题，学生在

思考的过程中会充分利用丰富的想象力，

进而达到创新思维有效培养的目标。

例如，在学习小学藏文《兔兄弟与

老鹰》一课时，教师可以先引领小学生

阅读本篇故事，让小学生了解本篇课文

的内容。然后，教师可以利用本篇课文

含有的科学知识——保护色进行开放性

问题的设计，比如“在树林中，你们想

用哪种颜色来保护自己呢？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都会想到树林是绿色，

选择绿色保护自己，但是大多数地区都

会存在一年四季，树林在一年四季中会

有不同的变化，教师利用此问题可以让学

生积极思考树林的颜色及在不同季节中表

现出来的颜色。由于小学生具有丰富的想

象力，在思考此问题时会利用想象力回答

问题，而在此过程中会激发出学生的创新

思维，实现创新思维培养目标。

二、创建良好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传授学生藏文知识时要实现学生创

新思维的有效培养，第一步先要做好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的工作，因为只有学生具有

学习兴趣，才能跟随教师的教学步骤逐步

完成学习任务，并且能够积极地思考教师

设计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创新思维。

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创建出良好的

课堂氛围，能够让氛围感染学生的思想意

识，进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

并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例

如，还是以《兔兄弟与老鹰》为例，教师

可以在网络中搜集出动物世界节目中的老

鹰抓兔的视频，并在课堂中向学生播放。

由于兔子非常可爱会瞬间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并了解老鹰要抓兔子时，身心都会为

兔子着急，期望兔子快速移动躲避老鹰的

抓捕。教师可以在老鹰俯冲去抓兔子时停

止播放，然后向学生提问：“你们认为老

鹰会抓住兔子吗？”，大多数学生会回答：

“会”。教师此时微笑着回答：“老鹰没

有抓住兔子，你们猜猜为什么呢？”此问

题也属于开放性的问题，学生会积极思考

“兔子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躲避老鹰的抓

捕？”在利用想象力的同时提升了创新思

维，在学生一一回答出自己的设想后，教

师再引入本节课的内容。其实，这一过程

也叫悬念教学法，给学生设定了悬念，能

够激发出学生的探究积极性，再引入本节

课的教学内容，会让学生深刻地理解本节

课的知识，在此过程中也激发出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

三、培养学生辩证思维激发创新能力

教师在向学生传授藏文知识时应对

学生进行灵活化的提问，可激发出学生的

反应能力及有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教师

应在备课时做好问题设计工作，让问题更

加全面化及科学化，注重拓展学生的思维

能力并得到更好的锻炼，让学生在思考的

过程中感受藏文及藏族特色文化。另外，

教师还可以创设各种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利用多样化的活动培养学生的辩证思

维与逻辑思维。教师可以从学生的生活中

入手，在设计活动与问题时可利用生活问

题去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能

够让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可以解决

生活中的问题，并在解决的过程中可提高

各类思维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藏文教学中要采用有

效的教学措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可保持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实现培

养目标。教师在设计教学手段时，应围绕

学生的生活及学习特点进行设计，能够达

到保障教育效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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