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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把
“
导读

”
片面地理解为只是

培养学生智力,这是误解。导读要引导学生

鼓起知识、智力、理想的风帆,全面成长,

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宀q伟 大理想,立志作
“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
的新

一代。

下面拟就民主教育、情感教育、道德教

育、创造教育四个方面,来 淡导读育'`。

-、 民宝教育

导读育人,要求于教师的有三:一、革

命化。白己革命化,才能引导学生革命化 ;

二、科学化。精通科学,特别是精通教育科

学和语文利学,作到科学育人; 三 、 民 主

化。师生民主平等,作学生宀i良 师益友,教

学相长。萆命化是根本,科学化是途径,而

民主化是促进革命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教学民主化,引导学生接受民主教育,养成

民主作风。

1,时 代的需要

当前,我们正处在又一次革命的新的历

史时期,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开发、

改革的宏伟实践,让我们感触到回旋于中华

太地的青春热流。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变

革,牵动人们的精神世界,引起 思 想 、 观

念、心理、情绪等方面积极的、 可 喜 的变

化。万里同志提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

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启示我们:教

育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教

94

1987午 第 2刿 l

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学校教学发扬民主,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在道德评价、

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求我们在引导学生发

扬民主的同时,切实增强学生的主 人 翁 意

识、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

由于几千午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

响,由于过去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教学中

强调教师主导,忽视学生主体的旧观念,很
难改变,陈腐的教育思想在入们的思想深处

形成了顽强的思维定势,浇铸出顽固的惰性

力,形成教学的封闭式。

封闭式育人,就是通过教师 的道 德 灌

输,采取驯服和禁锢的措施,限制学生的自

我思考、自我内化和独立活动,结果只能是
“
唯书

” “
唯上

”,缺乏创造和进取精神。

开放式育人,就是发扬教学民主,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学生的自我思考、

自我判断和独立活动9增强是非观念和独立

活动的能力,对人 i主道路和社会理想,作 出

决 择,让 他 们 能够把已经形成 的道 德 判

断,用之于实践,成为自觉的行动。导读育

人,必须变
“
封闭式

”
为

“
开放式

”
,以适

应当代改革稠开放的需要。

当然,发扬民主,搞
“
开放式

”
,绝不

是搞自由化。马克思主义是客观 普 遍 的真

理,导读育人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指导。时代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我们要鼓励学生不断

育

明



求实、创新、有所前进,要把学生学习中呈

现出来的萌芽状态的新思想、新创造,认真

肯定下来,不能随意加以抹煞或否惑

2.学生的需要

发扬民主,也是当代中学生 的切 身 需

要。导读育人,要根据青少年特点,启迪思

想,调节行动。

当代中学生,接触信息频繁,见多识广,

思维灵活;发扬教学民主,则可相互启发,锦

上添花,汇聚更多的信息量,集思广益。他

们独立思考、独立活动的能力增强,敢于评

价是非曲直;发扬教学民主:,有利于他们把

课文中的道德判断,经过独立思考,内化为

自己的品德。他们讲求实际,讲求实效,价

值观念有所变化;发扬民主,相互教育,让

他们懂得
“
物质生活的富裕,不能自发产生

高尚的晶德思想;而精神上的空虚会导致丢

掉社会主义的优势
”
。他们求新、求美、求

乐、求表现:发扬教学民主,让他们根据正

确的审美认识,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开拓阅

读实践的新天地。

当代中学生的突出特点是,他们的社会

主人翁感和责任感很强,他们要做课堂的主

人。在 《假 如 我 是 语文教师 》的作文里,

对老师一讲到底、包办到底表示反感;要求

老师重视他们的思考能力-发挥他们 '的主观

能动性。他们关心国家和社会,在 《假如我

是市长 》等这类文章里,反映出他们善于经

营策划,高 瞻远瞩,具有宽广的胸怀。因雨

发扬教学民主,既是学生自己的需要,又是

培养学生的需要。

3.导读体现民主教育

发挥创造力∴I最好条件,就是民主。导

读要有民主精神p要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发扬

民主,作到读有所思,读有所爱 , 读 有所

得,读有创造。教师的
“
导

”
,既要目的明

确,富于启发'抬要有用,又要尊重学生,

乎培待人,人 t nI‘ 沈地调动廿生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造性。

过去,只
“
讲

”
不

“
导

’
,搞一言堂,

年级越高,学生越不愿意发言。即使发言,

也是
“
言者有愧

”, “
闻者无味

”
。 口语训

练少是原因之一。从指导思想来看,就是不

愿让学生说话,取消了学生的发言权。这哪

里有教学民主?长期如此,压抑了、禁锢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灌为导,就

是要学生思想活跃起来。言为心声,通过学

生的说话和书面语言,让我们听得见他们心

里的声音,感觉得到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我

们要注意从小培养他们
“
敢于直言

”
、 “

畅

所欲言
”

的好习惯,让他们作到
“
言 者 善

绘
”

、 “
闻者有味

”,或者
“
言者善辩

”
、

〃闻者善断
”
,或者

“
慷慨陈辞 、 直 言 不

讳、言无禁忌、力排众议
”
。这样,便达到

了导读的最理想的境羿。

要民主地、平等地经常与学 生 交 流 思

想,讨论问题。在课堂上,要有
“
弟子不必

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

的认识。鼓励学

生反驳、反问、更正,丰富和提高教师的意

见,满怀热情地肯定学生的首创精神和坚持

真理的精神。在课外,既可与学 生 一 道 备

课,鼓励学生评课,又可与学生一道总结经

验教训,探索教改的新途径。

导读的基本特点就是既要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也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
“
导

”,要通过学生的
“
读

”
来实现,学生

的
“
读

”,要依靠教师的
“
导

”
来提高。导

读要处理好教与学的矛盾,作到教与学的辩

证地统一,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和 创 造 能

力。学生要尊重教师的
“
主导

”
作用,教师

要尊重学生的
“
主体

”
作用,彼此尊重,努

力发挥,便有民主精神和民主教育。

教师
“
主导

”
和学生

“
主体

”
,都须用

之于听、说、读、写。按
“
导读

”
精神,把

听、 !兑 、读、写搞好。导航、导演、导游,

既Ⅰ占视导者,又露视航帝、演者、游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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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学也是这样,既可
“
导读

”
,也可

“
导

听
”

、 “
导说

”(、  “
导写

”,全面提高学生

的能力和思抵

有人主张把
“
导读

”
改为

“
导学

”
。这

虽有普遍 意 义,但 这 个
“
学

”
须用

“
听、

说、读、写
”
来表明,才有语文学科教学的

特点。笼统地谈
“
导学

”
,不能体现语文学

科的特点。

二、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中极为重要

的一环。白居易: “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
,

十分强调情感的作用。导读育人,搞好情感

教育,要培养学生五种感觉,即情景感、联

想感、共鸣感、审美感和情操感。

1。 情景感

情景感,就是要以作品的语言为根据,

让学生进入情景,展开想象,产生情感。文

章或托物言情,或借景抒情,或寄事达情 ,

或以理表情,造成一种浓厚的情感气氛,以

强化某种感情。学生读书,要睹物成情,触
景生情,因事激情,知理明

Jl+导
读应诩实

掌握产生这些事物的背景,让学生具有情景

感。 自然景物牵动着人们的情感。刘勰说 :

“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

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春风

与明月同夜, 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 勹 “
一ˉ

叶
″

、 “
虫声

”
与情感相关,春风、明月、

白日、春林,与情感相连。读书 要 触 景 生

倩,增强情景感。 '

尽管如此,读书还必须把春风、明月、一

树、一叶,放在作品中作为一个 整 体 来 认

识。要通过想象,把景物和人物、情节等联

系起来。欣赏作品要从统一而和 谐 的整 体

中,进入情景,产生美感;要从情景的转变

中,看到事物的发展和它所显示 的历 史 意

义。

《樱花赞 》铺写樱花,富有情景。先写

0G

樱花地域之广,次写
“
几百棵树拥在一起〃

的动态和
“-两棵花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

”

的静态,再写樱花品种之多,万 众 赏 花 之

盛。读书要把这一幅绚丽多姿的樱花图作为

整体来想象,让其中各具特色的樱花,更加

展露丰姿。樱花图中突出金泽的樱花,又用

文人武士的赏花,引 吭高歌的醉客赏花,来
陪衬作者的赏花,从历史的发展中,来肯定

金泽撄花之可贵,显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2.联想感

联想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形式。要尽量发

挥想象的敏感性,把形象与形象联系起来 ,

构成极为,丰 富的想象。联想的作用很多:借
助联想,再现、补充和丰富作品的形象;借
助联想,深入发掘作品中的暗示和启发;借
助联想,扩展作品情感的广阔天地;借助联

想,对作品保持强烈而持久的印象;借助联

想,开拓新的领域,有所前进,有所创造。

等等。

l骥篷联想是丰富情感的重要手段 。 联 想 丰

富,感情也就丰富。抚今思 往 昔,察 今 看

未来,这是从时间的角度展开联想;立足申

国,展望世界,纵观世界,想念祖国,这是

从地域的角度展开联想;寸断增悲哀,欢乐

多喜悦,这是从情感的悲喜处展开联想;悲
喜交集,爱憎交织,乐极生悲,悲极反笑,

这是从情感的矛盾变化处展开联翘,等等。

一
切联想,都是渲染烘托情感的作用。众多

联想的河流,最终汇集成波澜壮阔的情感巨

浪。

《樱花赞 》作者极力描绘樱花图,特别

突出金泽璀璨庄严的樱花,由 日本人民斗争

之花,中 日人民友谊之花,联想到金泽的绯

红万顷,溢彩流光的樱花,增强欢乐感和幸

福感。读者要借助联想,去深入发掘本文富

有暗示性和启发性的内容,掀起自己的情感

波澜。

3.共鸣感



读者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感积极交融,产
生深厚而强烈的情感反映,读者便有了共鸣

感。有时由联想唤醒记亿,引起共鸣;有时

由苴觉唤起情绪,引起共鸣;有时由判断达

到理解一致,引起共鸣。仵品的感染力是读

者产生共鸣的客观条件:读者共鸣j惑 的敏锐

程度,是读者产生共鸣感的主观条件。引起

学生提高共鸣感的敏锐程度,对有感染力的

教材才能产生共鸣感。学生读完一篇文章,

文章的语言、形象、情感,留给他们深刻的

印象,往往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感

到在心中升起巨大的欢乐,得到情感的升华

和净化,有时甚至达到全身心,全入格的震

动。这就是有了最佳的共鸣感。

导读增加共鸣感,要引~e,学生更多地 ,

更深入地去推敲作品的语言,从语言的推敲

中去挖掘情感的宝藏,引起共鸣。要丰富学

生的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储存情感信启,

增强情感记忆,并善于把储存的大量信息,通

过记忆,与作品的情感燃烧点及时而迅速的

连按起来,f}到
“
面山则情满于山,面海则

意溢亍海
”
。要提醛学生不可把深沉的感情

肤浅f匕 ,不可把复杂的感情简单化,不可把

矛盾对立的感情片面化,不可把紧张的感情

松弛化,不可把高洁的感情庸俗化,等等,

切实掌握共鸣感的分寸。

《樱花赞 》以赞花之情赞人。赞工人罢

工的声势,赞可歌可泣的反美斗争,赞改变

罢工时间,使作者
“
从心灵深处喷出了感激

妁漫天灿烂的火花
”,这也是情感激动的火

花。又以贫丿、之情赞花,赞金泽之花,就把

赞人之情升华到崇高美妙的境地。读书,要
从作者这些情感激动之处引起共鸣,增强共

呜感的深度和广度。

硅。审美感

语文熔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社会

美于一炉,透过阅读,能在心灵深处树立美

的丰碑。

导读培养审美感,重在培养审美认识和

审美创造。课文大都着眼于写人,表现人的

晶格。品格高尚,是美好的典型 ; 品 格 低

劣,是丑恶的典型。区别入晶的高 尚和 低

劣,是审美教育极为重要的一环。学生要通

过人品教育,捉高审美汰识,增强审美感。

重视人品教育历来是我国文化教育的优良传

统。文征明说过: “
人品不高, 则 用 墨 无

法。
”

培养审美感也是这样,人 品不高,很
难有正确的审美窟。

有审美认识,诲需要有审美创造。美育

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方面是充满活力的。美好

的生活,需要创造;美好的语言 , 需 要 创

造;美好的事物,需要创造;美好的未来和

理想,也需要创造。求美不已,创造不止。

要鼓励学生,用审美感去激发创造的欲望,

去促进创造的才能。 ·

《樱花赞 》里,作者提问: “
到底樱花

美在哪里?” 日本朋友说得好: “
对某一种

花的喜爱,都是由于各入心中的感触。
”
各

有所感,才各有所爱。这里,并列指出几种

不同的审美感:一、日本文人从美而易落的

樱花里,感到人生的短暂;二、武士们就联

想到捐驱的壮烈;三、一般人民则认为樱花

苜先报告了春天的兴奋喜乐、振奋蓬勃的消

崽。上述三者审美感不同,是困为审美者情感

需要不同,审美认识不同,对美感对象作出

的评价,也就不同。拿 日本朋友和作者所持

的审美感与文人武士的审美感作比较,一则

是人生短暂的感喟和盲日捐驱的
“
壮烈

”
,

视野狭窄;一则是摆脱羁绊,触及人民的脉

搏,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这里

要引导学生善于区别这些不同的审美感,提
高他们的审美认识和审美创造的能力。

5.情操感

情操,就是由感情和思想结合起来的、

不轻易改变的心理状态。读者广泛阅读,把
作品中的情感思想,逐渐内化为品德,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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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操感。

没有
“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
”

的情操,就没有文天祥的舍生取义;没
有

“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
的

情操,就没有谭嗣同的慷慨从容 牺 牲 , 等
等。读书,要从这些闪光处,一点一滴加以

积累,还要把它变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
到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导读育人 的最 终 目

的,就是让学生正确地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毫不动摇地沿着党指引 的方 向 前

进,具有共产主义的革命情操。

《樱花赞 》篇末, 日本朋友讲明了两个

道理。一是樱花
“
它永远给日本以春天的兴

奋和鼓舞
”
。这种蓬勃向上充满 生 机 的情

操,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二是樱花幻

成÷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这是如花

如云璀璨应严的国际主义情操,闪烁着崇高

的人类道德的光辉。学生读书,须善于借鉴 ,

踣养国际主义情操,培养蓬勃向上充满生机

的情操。

三、道德教育

导读育人,不仅要动之以情,还要晓之

以理,进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就是学生

读书要通过道德选择,作出道德判断, 日积

月累,逐渐内化为革命的品德和情操。

情感教育,通过情感共鸣,掀起情感波

斓,受到熏陶感染。道德教育,通过道德评

价,弄清是非曲直,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只重熏陶感染,

忽视判定道德价值,容易迷失方向;只重道

德评价,忽视熏陶感染,则忽略 语 文 课 特

点,容易形成枯燥的说教。

道德教育,日 的在于促进学生品德的内

部转化。导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学生多

作内化实践。

1.学会深思

深思,闪烁着智慧之光;深思,明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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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学生思考问题,不

要浮光掠影,一知半解,浅尝辄止,要作到

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实事求是。

宋人陈师道认为 :“读书如禹之治水,知
天下脉络。

’
就是说读书要掌握系统,弄清

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司 马 迁 写 《史记 》要
“
通古今之变

”
,就是说读书要看到古今的变

化和发展。读书既要从横的方面,联系天下实

际,又要从纵的方面联系古今实际。因而,

求系统,求发展是深思的重要途径。

深思贵在求疑。朱熹说: “
学者读书,

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J至于群疑并兴,寝
食惧废,乃能骤进:” 有疑,必然迷罔,须
深思求索,多方解疑。这时,有 如 长 途 跋

涉,山重水复,一境更一境。几经曲折,最
后,终于把作品思想内化为自己的品德,受
到道德教育。

深思,是学生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的具

体表现。引导学生深思,除了上 述 的求 系

统、求发展、求疑问之外,还要求乐趣。历

史学家陈垣说: “
我如鱼,书如水。

”
读者

见书,有如鱼见水的欢乐。因此 , 学 生 读

书,要以深思为乐,而不要以深思为苦,还
要努力在苦中求乐。这就要求深思定向,辨
证真伪,摘取精华,学以致用,嗜书如命。

象高尔基读书那样 :“每当我读罢一本好书 ,

就被深深地激动着,象野蛮人那样把书页对

着阳光察看,想找到它感人魅力的奥妙。
”

学生读书也该这样,要满怀乐趣地从书中探

求真理,受到道德的启示。

2.善用对比

引导学生应用对比,增强道德判断。作

纵的对比,须知
“
只有回顾阴暗 漆 黑 的夜

晚,才能体会整个革命斗争的伟大,因 而带

有社会主义阳光的清晨,也就显得更加明朗

美妙。
”
让学生从历史发展的对比中,产生

自豪感,增强自信心。作横的对比,须知
“
面

向世界,放眼全球, 承 认 差 距,努 力 赶



超。
”
让学生从横比中产生紧迫感,增强进

取心。

引导学生多方对比,增强道德判断。或

用读前的看法,与课文观点比;或用读后的想

法,与课文观点比;或用课内的诸观点作比

较;或用本课的观点与蚀文的观点作比较,

等等。学会在比较中体会揣摩,从反复的道

德选择中,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

善用对比,分 清是非。列宁读书作笔记

时特别善于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或相对立的观

点拿来作比较,还写下自己的看法。写 《国

家与革命 》时,列宁摘录了马克思1恩格斯

的大量论述,还把这些论述拿来与巴枯宁、

蒲鲁东、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机

会主义言论作比较,从而确认马、恩论断的

正确。学生读 《改造我们的学习 》也要学会

善用马克思的学习态度与主观主义学习态度

作比较,从而确认实事求是论断的正确。

3.开展讨论

当代屮学i,虽然⒋活在社会主义的新

中回,可∴JI|们均思想却在经受两种社会制

度和多种思想体系长期并存的考验,受到共

产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为此 ,我

们要引导学生开展争论,不断否定错误的判

断,探索正确的判断,以便正确认识客观世

界和主观世界。

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思

想素质和思想方法各有不同,作出的道德判

断也有区别,有时还相互抵触。导读育人 ,

解决矛盾,要引导学生发展讨论。争论不怕

有对立面,要及时抓住矛盾和对立面,引导

矛盾向正确方面转化。

读了《最后一次讲演 》,很多学生对闻

一多先生的英勇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都能

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而个别学生却认为闻

先生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女Ⅱ果不牺牲,将为

人类作出囝大的贡献。针对这个问题,大家

开展讨论。教师还用老山前线战士们英勇牺

牲保卫祖国的事例,提高学生认识,引导大

家从对立的思想争论中懂得
“
生要生得有意

义,死要死得有价值
”
,懂得什么叫做献身

精神,初步树立正确人生观和生死观。

这种讨论,也在锻炼学生 进行 道 德 选

择。经过选择,去粗取楮,去伪存真,是是

非非,提高选择能力。经过讨论 , 判 明 新

旧、是非,好坏、
·
美丑的印象更鲜明。从对

立中,经过道德选择作出的道德判断,也就

更加深刻。

4.形 成舆论

舆论,就是公众的言论。它的倾向性鲜

明,是构成道德判断的重要手段。正确的舆

论形成,群体道德观念也就形成。

导读要形成课堂舆论。课堂舆论可以构

成道德判断,影响学生。当代学生求真求实
'

可把课堂舆论形成的道德判断,内 化为自己

的品德。课堂舆论形成的道德判断,有时不

一定影响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他们求真求

实,也可对课堂舆沦形成的道德批判,提 出

不同的,经过自己独立思索的道德判断。所

以课堂舆论有正作用,也有反作用,必须因

势利导,提高道德教育的效果。

重视形成课堂的正确舆论之外'还可以

利用社会舆论、家庭舆论、学校舆论来巩固

溧堂舆论。中学生正在成长阶段 , 可 塑 性

大,容易受到舆论影响。作为公众言论的社

会舆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导读要引导

学生善于利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丰富和提高

课堂舆论,又善于利用错误的社会舆论来反

衬课堂舆论的正确。让他们分清舆 论 的 好

坏,择其善者而从之,用 以形成正确的道德

判断。

5.注重实践

明代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 》卷二: “
读

书须知出入法,始 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

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彻,此
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



处

入

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

得尽渎书之法也。
”

读书能入,就是要求疑深思,知作考用
心;读书能出,就是联系实际,用得逶彻。

中学生读书,注重实际,菩亍应用,须作到

把课内获得的道德判断,用之于写作,用之

于阀读,用之于社会生活。切忌只知读书 ,

不能用书。切忌言行不一,珏论脱离实际。

德育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夫知和行约问
赳,要引导}生 纡到知行 f;一 9言行一致。

我校一学生在 《光明厶报 》上看到《钻

本不能取火 》这篇文章,其 中括出 :“钻本取

火是铥宋子弟以诂L传讹nt后梁。
”

学生不 i司

志这个育法,认为苦罗米修斯只不过是从阳

神∫r扌 车上瀹出来圩人种9而我们妩人氏屉在
多午劳劢中刨造出钻丨取火,堪称光叨01皮

者,伟太的英抄。为丁坚拧岛已∴1主 张,学
生经过数十次实验,终 于主嵌种种困难,在
本扳上钴出火来。实验成功后, 他 激 动 j也

说: 〃
;j哇足光明的汶者?是我们勤劳、勇敢、

智怎淘中华民族。
”

渎书有钳,用 之于实际,

韶激助学生满怀乐遍大“造,实践成功,从
中仔郅启::l'作 出新泌道德树断,坩强拦i我
j苴筅祆钅i辶某。

围、g刂 蕊教l:∶ :∶

培莽臼造笾力,既娑求异思维'叉要求
冂思缇。说求同思裟,异议甚少;说求异思

维氵有些丿、吝怕。甚至蜕,你去求舁9岂 不
是要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实,这是

对求舁思维的一种曲解。吉尔讵恃提出求异
思维有三个特性,医u流锈性、变通性、独持
性。我想把这三个恃性,再加上一个

“
思想

性
”
,以体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搞求异思维

的特点,便于消汾—些人的误会,更好地对

学生进行创造教育。

求异恩维的
“
流畅性

”
,叉 称

“
多 端

性
”
,就是要多角度、多途径、多方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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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思考问题,作到敞开思想,百花齐放 ,

左右逄源,多端思考。 “
变通性

”
,就是不

被消极的思维定势所束缚,灵活机智,触类

旁通。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不同的决

断。 “
独特性

”
,凡新颖的、典型的、创造

的、变革的,都具有独特性。 “
思想性

”
,

就是举几讲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都要

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能辩证唯物地思

考河题,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
求异不是求谬,创新不是复汩

”
,讲

求异思维,决不是要把学生引到反科学的邪

舞上去。求异,要遇过事钧的矛盾和对立面

揭示真理,两不是遘l过事物亡1矛盾和对立面

坚持谬误。是非本已分明,不簸以是为非 ,

以非为是,从而颠倒是非。善恶本已分明,

不兹以窘为恶,以恶为苦,从而混淆善恶。

求异思维要求有思想性夕而颠国是非,混淆

苷恶,却是反科学的'有害的,根本谈不上

右思意拄。

创造教育的思捏性,可从 1狭 下几个方面

来体现 :

1.具体情况,具体分祈

写苻花,歌瑛它
“

i汪 污泥弼不染
”
,否

定丁污泥;又可
“
黄埙

”
尽心尽力滋养荷花

坤枣实两肥沃的
〃
污泥

’
,肯定了污泥。污泥

沟独拧拄,对捋花 f嘻 洁白未讲,是污秽的 ;

对荷花的滋荞来讲。是耳实的,肥沃的。清

况与条佟不同,因 而评定污泥姆是非也就不

同。这种求异思维泅思想性,是作者以物喻

人,表示人晶高洁特征而展现出来的。一则

是不染浊遨恶习两人晶高尚,如商花出污泥

而不染。一则是綦意帮助他人,象污泥那样

用厚实和肥沃去滋养那亭亭静植的荷花。条

件不同,侧重点不同,确立的中心不同,肯
定的方面也就不同。可见,求异思维,不仅

要讲流惕性、灵活性和独特性,而且还要讲

思想性,讲求异思维所作的道德判断是什么,

是根捃怎样的具体条件和情况来作出道德判



断的。

2.一 分为二,全面认识问题

在培养求异思维的同时,也可培养学生

一分为二全面认识问题的习惯。

读 《失街亭 》,一般都对马谡作贬词 :

“
刚愎自用

”
、 “

言过其实
”

、 “
徒 有虚

名
”

、 “
庸才

”
,而一同学求异思考,既指

出马谡
“
骄者必败

”
的过锖,同时又指出他

忠贞爱国的可贵。

他指出,马谡自幼饱读兵书,在平定南

方叛乱中,曾献过
“
攻心为上

”
的妙计耐为

诸葛亮所倚重。街亭之战前夕,对形势洞若

观火,全局在胸,与孔明不谋而合,足见其

智。尤其可贵的是在大兵压境的紧要关头,

挺身赴国难,公而忘私,目 而忘 家 ; 战斗

中,由于死守教条,陷入绝境,但仍临危不

惧,奋勇杀敌,突出重囝,倮存有生力量。

战败后'明知孔明执法如 l汝 ,仍 然 光 明 磊

落,自缚于孔明帐前, 
“
某知死罪,实已难

选
”
,丝亳不强调客现原因,为 自己辩护。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死到临头,他不仅毫无

怨言,反而托孤于孔明,让儿子继承父志,

报效国家。这足多么忠贞的爱国之士 !

此外,读 《失街亭 》,读者太都赞誉渚

葛亮的
“
深谋远虑,料敌如神,赏罚严明

”
,

而一同学认为: “
素以深谋远虑,谨慎小心

犭称的诸葛亮,既然知道街亭
‘
干系甚奠

’
,

对手高强,却又偏让这个
‘
言过其实,不可

大用
’

的马谡去守,不能不说是携以原谅的

失误。
”

以上同学不片面地否定马谡,不片面地

肯定诸葛克,邯突出阚明了一般人所易忽略

的一面,持的是两点论。这样的求异思维,

能帮助学生全面地认识问题。

3.用 发展的观点,辩证真伪

在导读中引导学生从求异思维中探索真

理,用 发展的观点辩证真伪,以体现创造教

育的思想性。

一同学读 《六国论 》后,提 出
“
六国破灭

之我见
”

。他说: “
既然六国兵利而善战,

那为什么要赂桊呢?” 他认为,宋王朝苟且

偷安,属膝求和。苏掏借此怀古讽今,对六

囝破灭所怍的解释,就不免加重了
“
赂

”
的

成分,因而结论并不全面。

他又说,六国破灭,是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 
“
无论六国赂不赂秦,刺客行不行,

良将在不在,六国破灭都是必然的,不为任

何人的主观努力所改变。 “

他既指出苏洵借古讽今而言
“
赂

”
的片

面性,叉指出六国破灭的必然性:同 时证明

苏氵旬所作的论断根据不是。这就是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求异思维,从否定不合理

处,来确立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从雨辩证真

伪,扦求其理。

当然,求异思维的思想性尚不 只 此 数

点。求异,是教学发扬民主的重要手段;求
异,可以作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开阔眼

界,活跃思想;求异,可以鼓励学生,不 因

循守旧,不故步自封,敢于突破相关知识的

局限,勇 于指出别人未曾想过的 问 题 ; 求

异,可以激励学生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具

有冒险气概和进取精神,把探索和发现当作

最大的满足和最好的享受,矢志改革,为 中

华的腾飞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