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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常常表现出许多
特征，也许你把这些特征当成了捣乱，也许
这些特点会让你大发雷霆，也许这些表现会
让你疑惑不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恍
然大悟，原来这些是孩子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表现。

想法新奇

有创造力的孩子总是对许多看起来与
他毫不相干的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可
能因为想知道从这个院子的房顶上看出去
是什么样子的，就爬上了房顶。这些不同寻
常的兴趣，或许能促使孩子产生很多新奇的
想法。

喜欢追根究底

有创造力的孩子喜欢追根究底。有时，
你会被孩子的一连串为什么弄得不知如何
应答。别担心，有时孩子会在你的启发下，
自己想出许多新奇的答案。

愿意冒险

有创造力的孩子愿意冒险，成人总是
觉得这些孩子很调皮，不让人省心，需要
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照看和预防他们出危
险。于是，家长就常常规定孩子不许这

样、不准那样。但这种约束往往难以浇灭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你一不留神，他就偷
偷地开始了一项危险行动。

自我意识较强

有创造力的孩子常常不受一些看法的
限制，他们会挑战权威思想，甚至有时会很
激进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顽强、固执地
坚持着自己的目标或观点。有创造力的孩
子往往行事也比较独立，他们的自我意识很
强，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有敏锐的观察力

有创造力的孩子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常
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

想象力丰富

孩子们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常常
赋予无生命的物体以生命、感情和意志。比
如，他会幻想帽子可以变成飞碟，一转起来
就可以飞上太空，也可以随时降落。这虽然
看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这是孩子对太空的
一种遐想。

将想法付诸实践

有创造力的孩子喜欢把自己的许多想

法付诸实践。喜欢探究性地拆装东西，用
实验检验自己的想法。比如拆开玩具按自
己的意愿重新组装、把面粉加上颜料当成
橡皮泥等等。这也常常让家长觉得他们是
在捣乱，孩子们也常会因为拆坏玩具和弄
坏家里的物品，或者把屋子弄得一团糟而
受到惩罚。所以，提醒父母们注意，只要孩
子不是因为发泄情绪而毁坏东西，就先别急
着批评和惩罚，弄清楚背后的原因，才不会
让孩子受委屈。

按照意愿绘画

有时候，孩子的创造力在绘画时会表

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意
愿自由绘画。孩子的绘画技术不一定
好，却能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他会把很
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画在一起，或者画
出来的内容看似很荒唐，比如把小兔子画
成绿色的，让汽车长上翅膀。这些都不是孩
子随意乱画的，这反映了孩子的想法和内心
世界。

所以我们不能用画得对与不对、好与不
好来评价孩子的画作，因为成人的思想已经
被固化了，我们不能用这种被固化的思想再
去框住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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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生的
10大高效听课技巧

一般学
习优秀的学生，
都有自己的学习技
巧。以下优秀学
生的10大高效听
课技巧值得借
鉴，大家不妨学
一学。

一、听视并用法

很多优秀学生听课都是一边听一边看，
听觉和视觉并用，比只听不抬头看的听课效
果要好。听是接受声音信息，看是接受图象
信息。

又听又看，在通过声音传递来抽象概念
的同时，又可结合图象直观，来强化具体的知
识印象。听和看的内容应保持同一性，不能
听此视彼，分散听课的注意力。

听，一般指听录音、听范读、听提问、听讲
解；看，主要是指看板书、看挂图、看荧屏或银
幕上的画面，看教师的教态，如教师的举手投
足、神情姿态。 因为教师要借助画面、手势，

化抽象的知识为具体、变繁复为简明、变陌生
为熟悉。这种方法，以听为主，以看促听，效
果很好。

二、听思并用法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边听边思考也是一种有效的听课方法。听一
般是被动地吸收，思则是主动地思考。

边听边思，可以在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的
过程中，逐步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只
听不思考，录音机式地听课，囫囵吞枣，谈不
上真正掌握知识，更谈不上培养创造性思维
能力。

一般可从这些方面思考：教材的重点、难
点在什么地方，老师为什么这样处理教材，老
师讲的自己是否真正懂了，老师讲的与自己
想的有什么不同，这篇课文与其他课文有何
异同……

以思促听，能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

三、五到听课法

“五到”就是指耳、眼、口、手、脑都要动起
来，多种感觉器官并用，多种身体部位一起参
与听课活动。同时调动这些感官所获得的感
受是一种综合、立体的感受。

耳到：听老师讲，听同学发言、提问，不漏
听、不错听。

眼到：看课本、看老师的表情、看板书、看
优秀同学的反应。

口到：口说，包括复述、朗读、回答问题。
手到：做笔记、圈重点、写感想、做练习。
脑到：动脑筋，心力集中、积极思维。
“五到听课法”要求学生全神贯注，灵活

地根据课堂情境和老师要求，适时调整听课
方法。这种听课方法，是效率较高的听课方
法之一。

四、符号助记法

无论记忆力多么强的人，不可能把老师
所讲的话全部记住，听课必须记

笔记。
无论书写速度多么快的人，也不可能把

老师所讲的话全部记录下来，这就必须借助
符号帮助自己记录，以利长期记忆。如重点
语句可打着重符号、波浪线或加三角，疑难问
题可打问号，只要自己懂得、自己习惯用的各
种有利于记忆的符号都可运用。

五、要点记取法

老师讲课，传递给学生的信息是多方面、
多层次的，有时候是与教材无关的。作为学
生不可能也没必要全盘接收。只记重点、难
点，是有必要的。抓住要点听和记，比毫无重
点地全部听和记，效果要好得多。

有人曾做过实验，分三组学生同时收听
同一内容的录音带，规定A组全部记录，B组
只听不记，C组只记讲授要点。结果A、B两
组的学生只记住全部内容的37%，C组学生
却记住了58%。可见抓要点，适当做笔记，效
果最好。

六、主动参与法

实践证明，凡积极举手发言的学生，学习
进步特别快、成绩好。一部分学生只是被动
地接受，老师讲学生听，学得很被动。课堂听
课，一定要积极参与，主动地学，随老师的教
学思路转，这样可以保证注意力高度集中，听
课效果好。

七、听懂新知识法

听懂，就是把知识的概念或结论搞明白，
即把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搞明白。

依据听懂的标准，研究运用听懂的规律，
主要是研究学习概念的规律。掌握旧概念是
学习新概念的基础；搞清概念的由来，是概念
学习之本。概念的表述(定义、定理、定律等)
是概念之末，概念的形成是概念之本。舍本
逐末，是死知识，亦非真知，对发展智力、形成
能力无益；掌握概念表述的科学性，是概念学
习的关键。关键在于正确

理解概念各部分的准确含义及内在联系，从
抽象到具体，由具体到抽象，最后实现由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充分发挥心理
因素的积极作用，是概念学习的保证。这是
新课标下听好课的最重要的方法。

八、目标听课法

上新课前预习时，发现不懂的问题记录
下来，上课时带着这些问题听课，目标明确，
针对性强。预习时弄懂了的，听一遍等于复
习了一遍，加深了印象。预习时不懂的就应
特别认真地听。

如果老师讲了还是没有弄懂，你还可以
在课堂上及时提问让老师再讲。有一定目标
去听课，往往比漫无目的听课效果好，能帮助
你解决疑难问题。

九、质疑听课法

“质疑”即提出疑问。古人说：“学贵有
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人们知识的
获得，能力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质疑中实
现的。

听课时，对经过自己思考过，但未听懂的
问题可以及时举手请教；对老师的讲解，同学
的回答，有不同看法也可以提出疑问。

这种方法，可保证学生始终集中注意力。
会提出问题的学生往往也是会学习的学生。

十、存疑听课法

听课时，对疑难问题不一定马上打断老
师讲课，可以暂时记下来，待下课后再思考或
请教同学、老师。这样做，一是不影响老师的
教学计划，也不会因个人纠缠某个问题而耽
误大家的时间，还可以促使自己钻研问题，养
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总之，听课的方法很多，因人而异，只要
有利于提高听课效率的方法，就是
最佳方法。（尤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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