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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陌生化”的内涵
如何运用好一种方法，首先是要了解、明白其中的

内涵，经过不断的探究与打磨，才能够应用自如。想要
运用好“陌生化”思维和“语言陌生化”的方法，应用
到语文教学中，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艺术方面
有一种‘秩序’……审美的节奏是一种受到破坏的散
文节奏。”。为了在感知方面获得新的感觉，就要摒
弃惰性观念，摒弃遇到问题做感知“自动性”思考，
以以往的经验带入到新的事物，并不能起到好的效
果；摒弃感知“机械性”思考，笔者认为，在语文教
学中，机械性的思考就是应试思考方式，按照本本思
考不同的作品，千篇一律，并不能达到深度理解作者
的思想，以及作品带给我们的深刻意义。为了打破在
感知中产生的“自动性”、“机械性”的懒惰思考模
式，就要注入“陌生化”的思维，让原初的体验得以
真正回归。可以看出，通过“陌生化”的思维，能够
使同一样事物有奇异并且陌生的感觉。如果在语文教
学中将“陌生化”思维合理应用，不仅能够真正地挖
掘到每一部所学作品的内涵，而且会提高写作水平。

二、“陌生化”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在语文教学中，“陌生化”思维的应用已经非常

广泛了。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探讨“陌生化”思想在语
文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现在的学生提到写作，常有惧怕
的感觉，脑中没有想法，落不下笔，写不出东西，抓不
到切入点，往往写出的作品就是所谓的“流水账”，完
全没有新意。如果能在语文的写作教学中，有效的利用
“陌生化”的思想，转变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看到另
一面，不仅能够触发灵感，还会使学生爱上创作，达到
学生自主写、愿意写、能写出的效果。

新颖和出奇是“陌生化”思维的核心，能够做到
这些，自然少不了写作者的创新能力。如果缺少创新能
力，就很难将“陌生化”思维在写作中运用。我们的国
家需要创新型人才，而创新思维并不是今天或者明天，
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靠着思维的训练，日积月
累，形成自主创新思维与能力。写作是每个人从小就要
接触的东西，无关年龄，所以在写作教学中，“陌生
化”思维的运用不仅对语文教学有帮助，对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也能起到效果。个人认为，比光是讲创新理论来

得更快一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三、“陌生化”思维在写作教学中的意义
在写作中运用平时的想法来思考问题，从生活

中常见的角度切入问题，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
为大家显而易见都能够做到认知，而“陌生化”思维
的运用就是损坏看问题的标准和方式。而做到“语言
陌生化”也能够在写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语言陌生
化”就是改变一般标准，从语言习惯上和规则上做到
变化，使平时常见的语言有所改变，这也是在写作语
言中创造的新的形式。因为新的语言形式，打破了读
者原有的阅读习惯，因为语言的变化，使读者会产生
继续阅读的期待，因此增加了作品的魅力。学会巧妙
的运用“陌生化”思维，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问题的
切入点上，都会使作者在写作中形成创新的能力，而
产生的创新能力，又能够使作者对“陌生化”思维的
提高。这是个双方面反复提高的过程。

四、结语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能够培养学生的“陌生化”

思维是至关重要的，教他们用陌生化的眼光去观察世
界，去思考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看世界的时候要用
陌生的眼光，这样才能够发现事物中的本质。只要将
“陌生化”思维在写作过程中加以合理运用，无论是
在思考周围事情的联系上还是在语言构思上，自然而
然也就有想写的欲望，和会写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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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写作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以有限体会无限，而如何运用这种体会，跟作者的感受是分不开的。运用
“陌生化”思维感受周围的事物，是一种用独特的角度，以及独特的眼光去感知生活，和一种独特的悟性去感
知世界的思维过程。而“陌生化”的思维运用到写作中，就是要能做到从一个点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看到人
物的性格，看到深层的涵义。从那些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同的东西，捕捉全新的感受及不同的意义。而写作本身
是一项创造性成果的劳动，作品中也应该经常运用创新思维、创造性思维，所以它们是写作思维中的灵魂，而
运用“陌生化”思维是写作创造性思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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