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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在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会多种思维方法,逐步突破定势思维的束缚, 正确地运用创新思维, 是提高学生

写作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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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维, 即思考,指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

思维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能动过程。写作过程中的思维,

就是构思, 或称写作的思路,也叫  打腹稿!, 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 一是在写作之前对要写作的主要内容和全文怎样谋篇布

局的一种设计, 二是在写作过程中对所写内容的不断修正。

在很大程度上说, 文章能否写得成功, 主要决定于思维是否

到位。写作是人类专有的、高级的、复杂的脑力劳动, 人的思

维过程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

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能否突破定势

思维的束缚, 进行积极的创新思维 (或称创造性思维 ), 是决

定写作成败的关键。

所谓定势, 是指人的心理活动的一种准备状态, 这种准

备状态影响着解决问题的倾向性。定势思维是指人用某种

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种固定的模式是

已知的, 事先有所准备的。不可否认, 定势思维对于问题的

解决具有某些重要的意义。在问题解决活动中,定势思维的

作用是: 根据面临的问题联想起已经解决的类似问题, 将新

问题的特征与旧问题的特征进行比较, 抓住新旧问题的共同

特征, 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与当前问题的情境建立联系, 利

用处理过类似的旧问题的知识和经验处理新问题, 或把新问

题转化成一个已解决的熟悉的问题,从而为新问题的解决做

好积极的心理准备。然而, 对于写作来说, 定势思维的影响

却没有这样乐观, 相反主要表现在它的消极性上, 因为写作

是创造,而创造贵在求新, 贵在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有所前

进。  发现是可贵的,其可贵之处在于: 发现是从人人眼中皆

有的事物中看出人家未曾看见的东西∀∀从写作发现的过

程看, 发现的艺术其实不是发现的艺术, 而是突破思维障碍

的艺术。! [1] 95然而, 在写作教学中,我们发现, 学生在写作构

思时, 往往容易受一种相对稳固的思维方式的限制 ,难以超

脱。也就是说, 一种习惯的思维一旦形成, 便具有一定的顽

固性, 即不可改变性。比如说, 某某长得漂亮, 漂亮就等于

美, 如果说她不美就难以接受。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过, 艺

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与滥调是死对头, 但是每件东西都容易

变成滥调, 因为每件东西和你熟悉之后 ,都容易在你的心理

上养成习惯反应。所以,  定势思维!从实质上说是对某种

 以往经验!的保守, 体现在写作上, 就是由  以往习惯!生发

开来的一个  经验的套子!, 学生写作时,很自然、很容易地去

钻这个套子。这个套子就是这样极其顽固地捆绑着学生的

思路,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毫无新意可言 ,无法求异, 看了文章

的开头就知道文章的结尾, 很难做到即在情理之中, 又出人

意料之外。

写作中定势思维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

的是学生受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我们今天所学, 大多属于

间接知识, 是在前人知识积累上的吸取 ,我国已有几千年的

文化积淀, 这些文化相承积累而形成了民族的文化心理, 并

外现为一套完整的社会生活规范以及一套衡量事物好坏的

标准: 或真善美, 或假丑恶, 凡事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 服从

是美, 稍有不同意见便是同我唱  对台戏!,勤俭为美, 奢侈便

理所当然等于可恶等等。朱光潜先生说;  习惯老是欢喜走

熟路, 熟路抵抗力最低, 引诱性最大, 一个人走过, 人人就都

跟着走, 愈走就愈平滑俗滥, 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 [ 2]172由

于很多观念的先行, 在写作上, 便大大限制了学生对题材的

选择, 对立意角度的突破。这就是所谓  以往经验!的影响,

因为  过去就是这样干!的观念根深蒂固, 过去活动的影响在

人脑中留下了记忆及其联系。就说运用比喻吧,祝父老长辈

长寿只能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共产党也只能象太阳, 不能

象别的什么。有的学生同样的一个比喻用了一次又一次,殊

不知一个比喻再好,第一次用的是天才,第二次用的是庸才,

第三次用的则是蠢才了。由于我国几十年来教学模式和教

学方法的陈旧 ,重对学生知识的灌输, 轻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有的老师教学生写文章应该怎样开头, 中间怎么写, 应该如

何结尾等等, 学生依样画葫芦, 久而久之, 很多学生就是这样

被赶进了条条框框之中。正如诗人郭小川说的那样:  有些

框框, 不是土生土长的, 是我们从人家那里学来的, 有的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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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那里本来已不适用, 我们却还奉为经典; 有的在人家手里

是适用的, 却不适合我们的情况。有些框框是土的, 原来是

适合实际情况的, 后来情况变了, 我们仍墨守陈规, 就成了框

框。! [2] 393这种教条主义的写作教学, 教条主义的写作学习,

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定势思维的形成。

一般说来, 写作从审题、立意、布局到选词造句以及语言

修饰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过程,每一个环节的完成就是一

个思维过程的终结。一篇文章要写好, 有赖于诸环节上的思

维达到整体上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最终体现为文章内

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但是, 定势思维对写作过程中的某个

环节也许会起到某些积极作用,但对大部分环节和整体的完

美构思却起着破坏的作用。其一,会使作者在审题立意时囿

于事物的  常态!而找不着新的角度, 只有平庸的立意而无法

产生新意; 其二,虽然有了很好的材料, 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

那样  却装配得很坏!, 不能用一个完美的形式来  装配!内

容, 更不能在形式上有所探索和突破; 其三, 在语言的运用上

显得平淡、单调、无力度。就说写文章选词求  当 !, 造句讲

 通!, 因定势思维所碍, 往往出现可选 A或 B, 或者 A、B均

可而习惯只选 A的情况, 即使是词序问题, 也是大有文章可

作的, 当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攻打太平军时老吃败仗, 幕

僚为他写奏折奏请朝庭补充粮饷, 上有  臣屡战屡败 !之句。

曾一看不满意, 提笔改为   臣屡败屡战 !, 词序一变, 曾国藩

也跟着变, 由一名常败将军成了百折不挠的勇将。由此可

见,  刘勰说#思无定契 ∃、#思无定位 ∃ 、#思无定检 ∃ 、确是中

的之言, 个中机巧, 真难于言喻。! [2] 124总而言之, 写作应是对

自已  以往经验!的艺术观照, 必须对  以往经验!有所选择、

有所升华, 并借助思维开拓出深藏于它们之中的内质含蕴,

这便是鲁迅所说的  开掘要深!。然而, 由于定势思维的作

怪, 就自然地把学生限禁于一个先有定格的套子中 ,自然地

折断了他们想象的翅膀, 使思维无法发散出去, 达到无限广

阔的境地。于是, 立意上的浅薄、走熟套, 布局结构上的平

淡、落巢臼, 语言上的单调、枯燥, 就成为很多学生写作上的

通病。

写作贵在求新, 一篇文章有无价值, 就看有没有给读者

 新!的东西, 要么是题材新,要么是主题新, 要么是写法新,

要么是语言新, 这就是所谓有没有新意的问题。言为心声,

情由心发, 文乃感事而作, 真正的好文章是在忘我的情境下

写出来的。也就是说, 灵感一来, 就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和激

情, 好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 人类文明

的很大一部分是写作创造的成果。没有写作的创造, 就没有

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虽然我们的物理生存空间越来越

小, 但我们的思维空间却越来越大。! [ 1] 75写作就是创作,所谓

 创!,就是创新,创新活动需要创新思维, 有了创新思维才能

产生创新成果。创新思维是指个人在头脑中发现事物之间

的新关系、新联系或新答案, 用以组织某种活动或解决某种

问题的思维过程。它要求个人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

重新组合产生新的前所未有的思维结果, 并创造出新颖的具

有社会价值的产物。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因人而异, 没有固定

的模式。创新思维与定势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

其  新!是创新思维的实质, 这里, 关键词是  没有固定的模

式!,鲁迅说:  凡有志于创作的青年, 第一个想到的问题, 大

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 ∃ , #小

说法程 ∃ 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 好象没有

效, 从#小说法程 ∃ 学出来的作者, 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

过。! [2] 220人在忘我的境界下为什么能写出好文章, 这个  忘

我!,就包括忘掉了束缚思维的许多条条框框,忘掉了思维的

 固定的模式!, 也就是说从定势思维的限制中走了出来。一

旦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文思泉涌, 下笔如神助 ,好文章才有可

能一气呵成。

郑板桥有副对联: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不 引导学生打破头脑中的定势思维, 不消除定势思维的负

面影响, 不鼓励和培养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 学生的写作就

无法出现  二月花!的局面。因此, 写作教学要把思维训练作

为重点, 注重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 要帮助学生逐步掌握

 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多种思维方式, 比如多向思维、变向思

维、反向思维、破框思维、异性思维、聚合性思维、散发性思

维、批判性思维等等。小时候听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只知

道司马光聪明 ,却不知聪明在何处, 实际上司马光就是运用

了多向思维的方式。小孩掉进大水缸里, 要救出小孩, 至少

有三种思维方法,一是怎样把小孩从水中拉出来, 二是怎样

让水离开小孩, 三是赶快找大人来救。如果当时司马光局限

于  把小孩从水中拉出来!的单一的思维方式, 小孩就非被淹

死不可。在作文教学中, 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

达、有创意地表达。一是要切实注意对学生  以往经验!的多

方面提醒, 引导, 指导学生的思维由  单一!向  多维!过渡、

转换, 使学生学会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 不同角度、不同方

位去总结、去提高, 找出同一问题的多种解决途径。二是注

重对学生的情趣培养, 爱因斯坦说过, 他没有特别的天赋,只

有强烈的好奇心。我们说正是由于这种好奇心、惊奇感, 从

而导致了世界上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  趣味!是对事物颖

悟性的别称, 重点是对艺术的颖悟。古人常以禅喻诗, 强调

的是一个  悟!字, 作文之道, 也在于一个  悟!字, 要  悟 !得

彻骨,  悟!得有趣,  悟!得诚心, 才能悟得透彻。同时, 要促

使学生养成细心观察的习惯,为创造性思维夯实基础。三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培养学生养成大量阅读课外

书籍的良好习惯,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触发灵感产生写作冲

动。四是要让学生反复写、反复练、反复评, 对同一题材进行

多次写作, 一次一立意,一次一表现手法, 一次一比较。同一

讲评, 可采用师评、自评、互评相结合, 互相补充, 互相启迪,

互相促进, 才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使学生在写作能力的提

高上产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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