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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传统教学法强调求同思维的训练, 忽略了对学生求异思维即发散思维的培养, 影响了教学质量。其实,发

散思维在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综合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把握课文重点,理

解文章内涵, 提升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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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思维又称  辐射思维 !、 放射思维!、 多向思维 !、

 扩散思维!或  求异思维!,是指对同一个问题, 沿着不同的

方向去思考, 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地对所给信息或条件加以

重新组合、横向拓展思路、纵向深入探索研究、逆向反复比

较, 从而找出多种合乎条件的可能的答案、结论或假说的思

维过程和方法。这种思维注重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知识的

迁移, 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灵活性、独特性和流畅性的特

点。[ 1]它突破习惯思维的限制,使人产生新的构想, 提出新的

方法, 并使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较多的联想。不少心理学

家认为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测定创造

力的主要标志之一。

社会在发展, 教育也在发展。新世纪的教育特别强调学

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力!

是大学课改的主要精神。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发

散思维的培养, 有利于他们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同时, 以调

动学生的发散思维为指导思想,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为手

段,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课堂教学体现了以学生

为主体的教学思想。为了保证授课质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笔者在综合英语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发散思

维的训练, 帮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教学活动中 ,收到了

一定的效果。在此, 本文结合综合英语教材 ∀现代大学英语

3# (外研社, 2002)中的部分课文的教学进行具体的探讨。

一 � 打破固有的教学模式,把握好授课的重点

综合英语作为高校英语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 课时量

多, 教学内容相对丰富,本该是大部分学生较为感兴趣的课。

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 如教材的编排、课堂活动的组织、

师资水平以及学生参与动机的影响, 教学效果不佳 ,表现出

课堂气氛沉闷, 学生昏昏欲睡, 老师讲得口干舌燥, 索然无

味。长此以往, 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势必严重打击学生的学

习信心, 同样也会消减教师的教学热情。这样,学生不仅失

去了学习自主性,而且思维闭塞, 更无从谈及提高语言的交

际能力和运用能力。综合英语课程以课文教学为主, 常见的

教学步骤一般为老师先教单词,然后带领学生逐段地学习课

文中的知识点和语法 (多采用翻译和讲解的方式 ), 最后做练

习。如果每篇课文, 不管题材与体裁如何, 教师都这样授课

的话, 学生自然会觉得乏味得很, 参与度不高 ,甚至选择放弃

听讲。同时, 教师在讲解时缺乏对课文整体的把握, 容易把

课文内容处理得支离破碎,造成尽管一篇课文学完但学生仍

不知所云的后果。所以教师可以根据所教内容的特点, 调整

教学环节, 灵活处理课文。比如, 在 Lesson 2 D iscovery o f a

Fa ther的教学中, 笔者发现学生对于文章的后半部分,即男孩

通过一次游泳就改变了对父亲的印象很不理解,所以就把讲

课的重点放在这个部分, 其他的略讲。再比如, L esson 7 The

R ivals, 文中两位主人公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 妙语连珠。但

中国的学生很难理解西方人的幽默。因此, 教师就可以将重

点放在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这场智斗, 概括出他们总共进

行了三个回合的较量。在前面两个回合中, M r. H arraby R ib�

ston处于劣势,而在故事的最后我们发现原来他一直在欲擒

故纵, 引君入瓮。这样, 学生就会对课文内容相当了解,课文

中的词汇和句型也会相对容易掌握。

发散思维强调的就是打破思维定势, 积极寻求新的解决

问题的方式。思维定势是用固定的思路和习惯性的方法去

思考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学生先前的活动、知识经验、思

维方式和习惯等对后续思维产生倾向性影响 ,从而使思维活

动趋于一定的方向, 对学生当前的学习具有一定的消极影

响。[ 2]消极思维定势会抑制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因此,教

师应该引导学生自由探索, 灵活思考, 利用发散思维的广阔

性, 开放性,克服定势思维的负面效应, 尽可能地开创综合英

语教学的新局面。一篇文章根据不同情况, 可以从开头切

入, 也可以从中间入手, 还可以从结尾反推。教师对课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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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的处理方式一定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从而改善以前枯燥乏

味的局面, 达到启发学生思维的目的。

二 � 由一点发散开去,多角度地把握课文主题

发散性思维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突破原有的

知识圈, 从一点向四面八方想开去, 并通过知识、观念的重新

组合, 寻找更新更多的设想、答案或方法。例如, 一词多组或

一事多写或一题多解的训练是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一个好

方法。它可以通过纵横发散, 使知识串联、综合沟通, 达到举

一反三的目的。[ 3]综合英语课程中有的课文生词多 ,作者寓

意深刻。即便参考中文译文, 学生也不容易弄懂文章的中心

思想。传统的教学法会使得老师在此花费很多的时间来讲

解而收效甚微。所以, 加入发散思维的训练, 即以课文内容

为中心点进行多角度的发散应该会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入的

了解课文的主题和作者的写作意图,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和

语言能力。

比如在讲授 Lesson 8 W e r'e On ly H um an的课文时, 教师

可以采用多种发散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作者会反对人

们做错事时利用  W e 're on ly hum an!这个借口为自己开脱。

首先可以从人们做错事的动因谈起,教师可先介绍几种常见

的哲学流派对此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作者是反对行为主义者

和宗教主义者所持的观点的。接着教师可以举几个实际的

例子让学生分析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然后可以带领学生讨

论当面临自己之需和别人之利发生冲突时 ,该何去何从。通

过深层次的讨论, 学生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人是不同于动物

的, 因为人能控制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最后, 教师可以采用

联想发散, 结合学生在上一册学过的课文  TheM an in the

W a ter!,使学生更加深刻地领悟作者提出的 3个 C s: Charac�

ter, Courage and Conscience。

这种授课方式融入了发散思维的训练, 显得信息量多而

不乱, 能够帮助学生层层深入, 自己获得结论。训练中包含

了发散思维的多种形式, 如横向发散、纵向发散等, 教师由点

及面, 由面到面, 使新旧知识相联系, 丰富了学生的知识, 学

生由此得到的印象会更深 ,认识会更进一层。同样, 教师在

讲授 Lesson 9 A Drill P ick le一课时, 也可采用这种方法, 以

 爱情!为中心点进行多角度的发散, 也可以结合上一册学生

学过的  The N ightingale and the Rose!一起来讨论,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三 � 改变提问方式,精心设计问题, 拓展课文内容

发散思维的基本特征是: 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流

畅性指思维畅通少阻、反映迅速, 能在短时间内表达较多的

概念, 是发散思维的量的指标, 属发散思维的低层次, 主要体

现在纵向思维上, 即能在一个面上流畅地产生多种同类型解

决问题的方案。变通性指思维能随机应变, 触类旁通, 不受

消极的思维定势的桎梏, 能产生创新的思维成果, 是属于发

散思维的中层次, 主要体现在横向思维上, 即在不同方向上

产生多种类型解决问题的方案。而独特性指用与众不同的

新观点、新认识反映客观事物, 对事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独

特见解, 它代表了发散思维的本质, 属于发散思维的高层

次。[ 4]把握发散思维的独特性,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在传统的综合英语课堂上一般都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

学生一直处于机械反应的地位, 不利于培养他们的思维能

力。因此笔者认为在授课的过程中, 教师不妨来个换位思

考, 让学生自己读课文, 自己发现问题,向教师提问, 变被动

学习为主动学习,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会更高, 收效也会更好。

比如 Lesson 1 Your College Years, 这篇课文的主题是学生非

常熟悉的内容 ,生词不多,结构简单。教师就可以采用学生

自己学习的方法,鼓励他们自己提出问题, 老师配合他们解

决问题。如果是全班都存在的疑惑, 再由老师重点进行讲

解。当学生处于教师的角色时, 他们得到的是一种全新的体

验, 又兴奋又紧张,从而会更加努力地钻研课本,获得更多的

知识。一旦学生的潜力得到开发,他们的创造力将得到大幅

度地提升。

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经验和知识,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再

单一, 他们不再愿意做被动的适应者、服从者、模仿者、执行

者, 而是力求成为主动的探索者、发现者和选择者, 他们的思

维也非常活跃。[ 5]因此, 教师也应精心设计有利于培养学生

发散思维的问题,用这些难易适度的问题引发讨论, 集思广

益, 使问题在学生思维活跃、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得到圆满解

决。比如在讲授 Lesson4 W isdom o f B ea rW ood一课时, 教师

可以提出下列问题供学生讨论:

A. Do you th ink peop le who are very diffe rent in age can

develop a rew ard ing fr iendsh ip?

B. Do you have such fr iends?

C. H ave you hea rd of such cases?

如果学生绝大部分没有忘年交, 教师可以将问题改为笔友、

网友或  驴友!等, 继续讨论  友谊!这个话题。再比如 Les�

son8  W er'eOn ly Human!,教师也可以设计一些问题来考察

学生的道德情况:

D. W ill you g ive your sea t to an old m an on a crow ded bus

w hen you yourself a re very tired?

E. W ill you chea t in the exam ination w ithout the teacher

the re?

F. Think of the sto ry of "The Lost Neck lace". Do you th ink

M a th ilde is so foo lish?

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学生提供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对课文内容

进行了拓展, 在广度和深度上训练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同时, 教师应该鼓励摆脱思维定势, 启发学生进行多种推测

和联想, 这样,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得到提高, 从而达到

创新求异的目的。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方法外,教师还可以根据所授课的

特点以及学生的整体水平, 设计其他的训练形式, 如利用多

媒体教学, 把课文改成课本剧, 等等。总之, 只要教师根据学

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和心理状态, 结合教材的知识要素

和行文风格,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打破自己的模式,

广泛汲取别人的经验, 就能不断发现和创造出不同的、适当

的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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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增加专家数目能减小个体影响所引起的系统误差。适度增

大评判群体数量, 能使评估结果更趋准确。

评估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其对于高校服务能力提高

的激励效果。实践证明, 在吸收评估对象 (高校后勤部门专

家 ) 参与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专家使用指标体系指导工作的

态度更积极, 目标性更明确。把评价指标权重同专家意见综

合处理的方法, 强化了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实践中发现,虽

然最高权威专家人数极少 (� 8% ),但评估结果往往与他们

的判断比较接近, 说明前文中的设定正确可信, 方法得当。

采用信任度函数融合专家评判意见,增强了评估的可靠性和

准确性。本方法把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与处理评判数据相分

离的模块化处理, 使评价工作简便易行, 操作程序也具有很

好的移植性和升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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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如何将 45分钟的课堂变成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创新的基地, 造就他们的创新能力, 使学生真正跳出书

本的知识框架, 充分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应该是一个有

效的方法。在实施对学生的思维训练时, 教师应注意与学生

建立一种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这才有利于活动的开展。在

进行发散思维训练的时候, 教师切不可为了标新立异而求

异, 而应该充分地备教材、备学生,找准学生产生思维定势的

地方入手, 避免让学生陷入思维的误区。

总之, 在英语教学中只有大胆运用发散思维, 并科学控

制其呈现时机、广度和深度,才能培养出学生独立性、创造性

和逻辑性等良好的思维品质。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

现出的构思新颖的想象和寻求新的办法、解决各种新问题的

创新意识, 教师都要注意点拨、引导, 使学生的思维得到延

伸。同时, 教师也不能忽略继续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四

项基本技能, 这才能保证让学生学会积极思考, 使学生的发

散思维在实践中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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