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15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优化小学语文课堂 
褚永丽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第四小学  024200） 

摘 要: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是教师应该做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思维创新能力。久而久之，也能提高课堂效率。学生本文以几个方面讨论语文教学中如何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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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正是学生思维不断活跃，不断碰撞的阶段。学生在阅读过

程中会萌发各种想法，激发出他们学习兴趣，思维就会活跃，思考的问

题也就多了，教师要解决他们存在的疑惑，培养他们语文学习能力，进

而提高他们的阅读思维能力。 

1. 语言建构与应用 

语言构建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构建语言中提高自己学习语

文的自信心。很多学生在做语文作业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

到题有想法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想写的句子不连贯；学过的知识点不知

道怎么运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慢慢的提高学生的语言建构与

应用能力。学生还不知道如何熟练地运用语言文字，语言的建构需要同

学们在日常生活的不断的练习和创作，教室可以鼓励学生多看看散文、

作文书和名人名著，学习借鉴别人语言建构的方法。教师在平时教学过

程中可以引导学生如何进行语言建构例如：在学习《 观潮》这篇课文

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写写自己对潮起潮落的感受，与班里同学分享自己

的想法，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还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还可以播放音频，是学生融入到作者的世界里面，感受文章的语言

魅力，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教师平时要多鼓励学生踊跃发言，说出自

己的想法，这样学生就能在回答过程中熟练的运用语言，多参加和语文

有关的活动，锻炼自己的口才，例如朗诵比赛和演讲比赛，逐渐学生就

会对语文感兴趣。 

2. 思维发展与提升 

思维是能力训练的核心。思维的发展可以增强学生思考语文的能

力，激发学生对语文兴趣。如果要提高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首先要激

发学生阅读兴趣，在上课时，教师可以设置导语，将学生学过的旧知识

与将学的新知识联系起来激发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课堂上多多设置

问题，让同学们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尽量自己解决，可以分成小组，学

生之间交流看法，这样同龄之间思维不断碰撞，学生的思维能力就会不

断提升。在课下，教师多建议学生多阅读，可以将自己的阅读记录和感

受在在本子上，在阅读课上和大家分享。教师要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如果不独立思考，学习是肯定学不好的。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思考，

思考可以让我们思维更加活跃，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文章时学生要养成

要一遍思考一边学的好习惯，将自己不理解的地方做标记，问同学和老

师。教师在上课时要使学生保持思维活跃的状态，摆脱枯燥的教学方式。

在以前，教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却半点反应也没有，这样不

仅学生不会思考讲的知识，还会降低对语文学习的兴趣。随着多媒体技

术的发展，教师可以用的教学工具变多，课堂新花样层出不穷。教师可

以通过播放有关文章的小视频的方法吸引学生的兴趣，在看完小视频之

后可以让学生思考有关问题，这样学生的思维就会很活跃，以这样的方

式来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3. 审美鉴赏与创造 

学生在阅读鉴赏文章时就会形成自己的审美观，激发审美想象，丰

富自身情感，激发学习兴趣。教师要以自身作为学生的榜样，言传身教，

让学生发现身边事物的美，体验生活。审美鉴赏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发

现。学生在阅读鉴赏文章时，并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文中描绘的人

物情景并不能打动他，也没有觉得语言生动优美，更不会感受到文章的

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缺乏审美鉴赏能力的表现。教师在课堂中可以整洁

干净的板书，生动优美的语言使同学们感受到美的存在。教师还可以组

织一些与课文有关的朗读活动、演讲比赛使同学们通过朗读来找到文章

的优美，鼓励学生将优美的句子抄到本子上。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其实

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 教师要善于用美的文章来引导，

例如在《白鹭》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欣赏有关白鹭的图片和视频，

感受作者所描述的白鹭的姿态以及对白璐的喜爱之情。课上可以让学生

朗读课文将自身带入作者所描绘的境界里，这样能更好的提升学生阅读

鉴赏能力。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在作文中创造优美的句子来抒发自己的

情感，多多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中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4. 文化传承与理解 

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早已渗入到我们生活中的

每一处，青少年有责任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可以在文化传承中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但小学生对传统文化不是很了解，这就需要老师的帮助。

例如在学《悯农》一课时，教师可以设置导语：认真思考课文，你认为

文中的农民有什么样的品质值得你去学习？；通过这篇课文你能感受作

者想要表达出的什么情感。这样不仅学生能够对古代文人的情怀有所感

悟，还能从文中学到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理解

并不是很深，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教师往往教师并没有找到文化与现实的

关系，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很陌生。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培

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使学生从中接受知识到主动发现知识。教学

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教师平常要多思考如何才能

使同学们能够更好的学习语文。教师不仅不应该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和

任务，要多多向同学们补充一些文化知识。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懂得运用

教学工具，利用多媒体技术，使同学们能够清晰直观的学习语文知识。

例如在学《望庐山瀑布》一课中，教师可以播放音频使同学们带入到作

者所描绘的壮阔景象中，使同学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想象自己就是作者

正在望着瀑布。进而思考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写庐山瀑布，他想要反映

自己的什么情感。文化的传承和理解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深

化，这样才能培养拥有深厚文化素养的人才。在文化传承中激发学生去

了解语文知识的兴趣。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从各个方面入手，教师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学习能力与此密不可分。不仅能

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想象

能力。教师应该掌握怎样在课堂上改变教学方式和教学设计的方法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使同学们保持活跃的思维，为同学们

在以后的学习中奠定良好基础，培养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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