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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学生语文兴趣如何培养 
朱美清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凤凰学校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达到寓教于乐，

增长知识的目的，是每一个语文教师应该考虑的问题。那么，怎

样提高学生的兴趣呢？根据自身的粗浅经验，我总结了以下几

点。 

一、导语激趣,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对一堂课有很重要的作用。好的导语就像唱戏的开

台锣鼓，未开场先叫座儿。它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渲染良好的课堂气氛。成功的语文教学

离不开学生的兴趣爱好。只有学生倾心于此，才会积极主动的乐

于受教，也才能达成高效率的教学。 

在教学《济南的冬天》一文时，我是这样设计导语的:"同学

们，苏轼有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

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春天的西湖烟雨蒙蒙，远山近水，

尽在画中，漫步湖边，荡舟湖上，令人如在画中游。而到了夏天，

世界著名的避暑胜地瑞士景色最美：绿色山林，环绕着浅蓝色的

湖泊，映衬着阿尔卑斯山头的皑皑白雪；悬崖上瀑布流泻，草地

上鲜花盛开，无愧于“世界公园”的美称。同学们知道哪儿的秋

天和冬天最美吗？这就是我国著名的“泉城”济南。老舍在《济

南的秋天》一文中写道：“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了瑞士，把春

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在作者笔下，济南的

秋天和冬天如诗如画，别具情致。今天，我们先来欣赏济南冬天

的美景。" 

导语引古博今，讲得生动活泼，热烈精彩，妙趣横生，学生

听得神思飞越，如痴如醉，欲罢不能，那么课堂上出现的将是学

习兴趣浓厚，情绪高涨，活泼热烈的教学场景。导课是一种教学

艺术，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巧妙的使用

好开课几分钟，无论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活跃课

堂气氛，还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都是大有益处的，往往能明显的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多种形式，深入激趣； 

语文教学的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辩论赛 、演讲比赛、 诗

歌朗诵 、课本剧等多种形式的运用,即可以丰富课堂内容,又可以

激发学生的兴趣。在"献给母亲的歌”综合性学习活动中,为了更

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母亲的理解,我指导学生开展了一次演讲比赛。

在饱含激情的演讲中不仅使学生听到了动人的亲情故事增加了

写作素材,更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洗礼,对母爱有了新的体会。再如

学习《寓言二则》一课，课后要求背诵全文，这项作业难度大。

教师讲解课文后，把学生安排好小组，让学生编排课本剧，学生

兴致勃勃地投入到排练中。最后教师把每三个小组安排在一起进

行演出，评出最好的一个组到全班演出。这项作业在快乐的气氛

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三、多媒体教学，直观激趣； 

多媒体进课堂，已是当前教学活动的一项很重要的形式。它

以有趣的音乐、图象、颜色、画面、动作，强有力地吸引着学生。

教师结合课文内容，把幻灯片、录象片、教学光盘等教学手段穿

插到教学活动中来，使学生兴趣盎然。《观潮》一课描写了钱塘

江大潮的壮丽与雄奇。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亲眼目睹过这种罕

见的壮观景象。在学习这一课"潮来之时"一段，我让学生先观看

录象，再闭上眼睛，听潮水奔腾、冲击的录音，想像潮来时的气

势，然后让学生默读课文中的描写，最后，谈出自己的体会。让

学生在这样的情景中去熏陶，使他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临

其境。 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根据课文内容利用多媒体设备创设出浓

郁的情境，就能使学生不由自主地调动多种感官，积极主动地进

行相应的课堂活动，在活动中，获得知识，训练智能。 

四、随机应变，灵活激趣； 

教学计划的制定是为了使整个知识传播具有系统性和条理

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时候适当地改变教学计划能

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一个星期三的第三节课，我刚走上讲台准备开口说出今天要

讲的《三峡》却发现好多学生的眼睛不住地朝窗外看去，并不时

地小声议论着什么。随着他们的目光，我也朝外看去，只见大片

大片地雪花在飘，今冬第一场雪悄然而至了。于是我合上书本说：

“下雪了，令人兴奋啊！⋯⋯”话还没说完，不少学生就急不可

待连声附和，紧接着我宣布：“今天上一节作文课，同学们以‘雪’

为话题，一人说一句关于雪的话，并即兴作一首雪诗，当然你们

可以站起来观察外面的雪景。”话刚一落地，学生们立即欢呼雀

跃，兴奋不已，积极开展联想和想像的翅膀抒写了一首首动人的

“雪诗”。如陈晨同学的《雪江山》：“风吹雪花天山飞/美景此处

谁人陪/江山千里更娇媚/花开花落再相随。”王辉的《雪情》：“雪

花满天飘//狂风如虎啸/往事知多少/都如雪花消。”高萌同学的

《雪》：“冬日晨雪迷茫茫/驾翅飞翔翩翩然/落入掌心始作泪/恨得

消融皆无痕。”读着这些诗，我们且不管它的“平仄”只道这些

学生给我们创设的一种诗的意境以及学生结合自己经历的一种

想像力，足以令教师兴奋。为了使学生的思维向更广阔的空间拓

展，下课前我布置了一个作业，仍以“雪”为话题，写一篇抒情

散文。课后我又给学生补充了关于雪的诗词以及散文。回想课堂

上，学生始终处于兴奋之中，且不时达到高潮，应该说学生的积

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然而作为老师不能就此作罢。为了保留

学生的创造成果，我让每一个学生把自己的即兴之作润色之后写

出来，交给科代表，让其据此办一个“雪刊”成为一本杂志。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有满意、愉快、喜爱的情绪，学生才愿学、

乐学。正如心理学家研究的那样：兴趣和爱好是一种同愉快情绪

相联系的认识倾向性与活动的倾向性，它能推动人学习科学知

识，追求真理，形成熟练的技能和技巧。可见，乐趣对人的认知

和学习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过度的兴奋也会给学习效率产生

干扰性影响。这个尺度需要老师掌握好，适度调整。有时还要保

持适当的紧张度，对提高效率，增强竞争能力有积极意义。 

有乐趣才能有兴趣。就是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满腔

的热情，高度集中注意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