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史教 学 参 考
＼ 学科视点

高 中历史教学学生弹性思维 的培养

〇 王 青

人有两套思维模式 ， 逻辑思维和弹性思维 。

相 比理智 的逻辑思维 ，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 弹

性思维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打破或重新制定规则 。

弹性思维是每一名学生都应必备的学习 能力 ， 包

括关联和重建两个步骤 。 历史教学 中学生弹性

思维 的培养 ， 既要关联知识学习 ， 又要具备重建

意识。 在历史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弹性思维 ， 实际

上就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但又与创造性思

维培养有些许差别 。 学生需要关联 已 掌握的 知

识 ， 并利用创造性思维将这些知识重新构建 ， 这

个过程就是弹性思维的外在表现 。 现以 高 中 历

史教学为例 ，探索教学 中学生弹性思维的培养策

略 ，
以期摸索发展学生弹性思维 的方法和路径 ，

助力学生弹性思维培养形成 。

一

、 打破固有思维 ， 形成新见解

高中学生已经形成一定的 固定思维 ， 应鼓励

学生打破固有思维 ，形成新的见解 。

以
“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

一课为例 ， 在课

堂教学中 ， 教师首先提 出 教学问题 ：

“

科举制度是

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 ， 打破了世家大族

对官场的垄断 。 你 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

”

这样 的

问题利于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兴趣 ， 使学生

打破固有思维认知 ， 形成新的见解 。 如有的学生

认为虽然科举制度为寒 门子弟提供了机会 ， 但 由

于考试内容多以儒家经典为主 ， 寒 门子弟接触到

的知识文化有 限 ， 在科举 中还是难有 出 头之 日 ；

如有的学生认为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

教育公平 ，
至少推动 了文化教育普及 。 学生在思

考与提出个人观点过程 中打破传统 固有思维 ， 从

多个角度分析和看待问题 ， 并在形成个人新见解

中对社会有了新的认知与体会 ， 明 白科举制度有

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和适用范 围 ， 不能片面地判定

科举制度是好还是坏 。

从以上分析中可 以发现 ， 历史教学 中有效培

养学生的弹性思维 ， 必须打破固有思维 ， 引 导学

生从多个角 度分析问题 、 思考问题 ，
以全新视角

看待 中 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历史现象 。

二
、 敢于合理想象 ， 产生新想法

弹性思维是人类进化 中形成 的 高级思维能

力 ， 是从固定思维 中发展而成 ， 未来还会在弹性

思维基础上形成新的思维 。 要在历史教学 中培

养学生 的 弹性思维 ， 需要鼓励学生大胆想象 ， 促

进学生通过想象产生新的想法 。

以
“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
一课为例 ， 教师可 以

通过鼓励学生大胆想象 ， 促使学生产生新想法 ，

进而培养形成 良好的弹性思维 。 在课堂教学 中 ，

教师基于教学 内 容与 目 标寻找一个关键词或关

键句 ， 如
“

儒学 、道教与佛教的发展
”

， 引导学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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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键句进行合理想象 ， 思考儒学 、 道教与佛教

在当时 的社会背景下得 以 发展 的影 响 和 意 义 。

为驱动学生大胆想象 ， 教师可 以 引 导学生进行角

色扮演 ， 基于角色立场 、观点认识到无论是佛教 、

道教还是儒家思想 ， 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 对

现代社会发展也有不容忽视影响 ， 同时学生通过

融人个人情感体会产生新的想法 ， 进一步加深对

三国至隋唐文化的理解 。 与此同时 ， 学生在角 色

扮演过程 中也会 因 与其他学生 的对话讨论和交

流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想法 ， 并逐步改进 、完善 、优

化 。 在此学习过程中 ， 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

状态 ， 对问题的看法 ， 对知识的体会也会持续变

化 ，最终培养形成 良好的弹性思维 。

以上分析可见 ， 若想在历史教学 中培养学生

的弹性思维 ， 教师需要鼓励学生敢于大胆想象 ，

促使学生在想象 中形成新的想法 。 教学实践 中 ，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先找到一个关键词 ，从关键词

人手进行合理想象 ， 由 此产生新的想法 ， 在新 的

想法支撑下找到新的思考方 向 与思考思路 ， 形成

自 己 的独特见解 。

三 、推动思维进阶 ， 拓宽新视野

弹性思维并不是天才独有的思维能力 ， 而是

每一名学生都应必备的生存技能 。 也就是说 ， 培

养学生的弹性思维 ， 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的生存

技能 ， 是促进学生思维活跃 、 思维发散与思维进

阶的手段 。 因此 ， 在历史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弹性

思维 ， 教师应重视突破学生思维限制 ， 任 由 学生

各种
“

不靠谱
”

却又有依据的
“

奇思妙想
”

产生 。

以
“

两次鸦片战争
”
一课教学为例 ， 教师通过

指导学生课前阅读教科书 ， 利用 图 书馆 、 互联 网

等整理两次鸦片 战争 的相关资料 ， 同 时在课堂上

组织学生进行问题探究以及历史 比较 ， 引 导学生

总结归纳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原因 ， 多角度探究两

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

弹性思维体现 出创新性特点 ，鼓励跳 出 常规

思维模式 ， 产生新颖 的想法和创意 ， 要 以 不满足

现状的探究态度尝试新的可能 ， 从而开辟 出新的

思维路径 。 在 高 中 历史教学 中 ， 教 师应 以 宽容

的 、开放性的教学思想推动思维进阶 ， 鼓励和支

持学生创新思维 ， 推动学生思维向深广方向发展 。

四 、 指导思维路径 ， 培养思维力

弹性思维是人类大脑对信息重新整合 的过

程 ，是关联 旧有 知识 、 重建新思维 的过程 。 若想

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弹性思维 ， 就必须教给

学生一定的思维方法 。

以
“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人关
”

一课教学为例 ，

教师可以通过指导思维路径的方式培养学生弹

性思维 。 导人环节 ， 教师可 以假设的方式引 导学

生活跃思维 ，思考问题 ：

“

假设朱元璋没有建立明

朝 ， 那么 中 国 的历史会怎样发展 ， 对现在 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

” “

清军入关对当今社会有哪些方面

有影响 ，这些影响与我们有哪些关联 ？ 

”

学生 回答

的过程中会深人思考 ， 进而产生新的想法 。 为进

一步培养提高学生的弹性思维 ， 教师可引 导学生

对比思考 ， 对 比宋朝 、元朝 、 明朝 、 清朝等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的异 同点 ， 对 比 明朝 时期 的南

北方地区 、 沿海 与 内 陆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 ， 分

析其影响因 素等 。 指导思维方法 ， 不仅仅是教授

技能 ， 更重要 的是启迪学生思维 ， 促进学生主动

探究 ， 最终培养形成 良好的弹性思维 。

以上分析可见 ， 教师要指导学生明确 弹性思

维对 自 己各项能力培养发展的重要性 ， 引导学生

依据教师教授 的路径与方法进行锻炼 ， 目 的 明

确 、科学合理地培养 自 身弹性思维品质 ， 为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做好充分准备 。

综上分析可 知 ， 在课程改革背景下 ， 历史教

师必须重视转变教学观念 ，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

以课堂教学实践助力学生弹性思维的形成 ， 为学

生更好的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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