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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沉的爱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曾　刚

（兴文县共乐初级中学校，四川 宜宾 644400）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名言：“天才，是 1% 的灵感加上 99%

的勤奋。”其实，这句话后还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却被人故意忽

视了。这就是“而 1% 的灵感却往往比那 99% 更重要”。这才是

一句深刻的话，它更真实地阐述了一个人、一件事成功的过程中

所起到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因素。对于教育来说，这个所谓的

“灵感”，这个决定性的“1%”，就是学生学习的根本动力的——

“兴趣”。

39 年的教育教学旅程，我的青春时期一直伴随着共乐初中的

成长。我深深地感到：对于学生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厌学，最好

的老师是兴趣。我们教育的使命，就是协助学生尽快找到“无限

的学习兴趣”这个关键点，这可是比聪明重要 100 倍的，是那 1%

的杀伤力！

我在长期的物理教学中总结了“四维兴趣激活法”，的确有

屡试屡灵的效果。

一、以情动人引发

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1993 年秋期开学，学校领导安排

我接了一个新班初二 1 班的班主任和物理教学工作，开始学生还

不接受我这个老师。我就深入到学生中去，与他们一起搞活动做

游戏，一起做实验，热爱自己的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学生

打成一片，利用一切手段激发学生对物理学的热爱之情。有了良

好的师生关系，学生才能热爱教师，听从教师的教诲。 

二、创设情景诱发

我一直特别喜欢创设情景，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初中

物理第一课，我常让学生们做游戏：

游戏一：取一根火柴棍放在中指第一个关节的背上，用食指

和无名指向下压的力和中指向上抬的力，你能把火柴折断吗？折

不断？再换个姿势试试看：用中指往下压，食指和无名指往上抬，

还是折不断吗？ 

游戏二：找一根长棍或竹竿，再用纸做一个靶子放在地上。

三人握住棍子，把棍子竖着举起，一端对准纸靶子，保持 50 厘

米的距离。另一个人趴在地上，手掌对着棍子的下方。现在各就

各位：手握棍子的三个人齐心协力直捣靶心；趴在地上的那个人

在其他三人使劲时，把棍子轻轻往旁边推。最后谁赢了呢？是握

棍子的那三个人吗？不是。他们三个人不管怎么使劲，也抵不过

趴在地上的那个人，劲用得再大也无法使棍子头碰到靶子。学生

们玩得高兴，却又无法解释，通常都会对物理学科充满兴趣，充

满好奇。

三、改进方法促发

改变自己，总是比改变别人容易的多。很多时候，孩子本身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大都是出在教育者本身思维及其行为方

式上。如果所有人都犯的错，就是常态。反过来，你就不能要求

大家改变，而是你自己去改变思路：去找到一种不让大家出错的

方式。 

以往的物理教学，我常常是先讲理论知识，后做实验。不少

同学就死记硬背，不太愿意动手了，他们的理解是：反正那些实

验现象我都知道，不用做了，背下来以后考试能答好题就行了。

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缺少实验操作的训练，而且也不愿意去深究。

经过思考，我改变了这种方式。在上课时，先抛出问题，让学生

先通过实验总结实验现象，并讲出自己的实验过程和心得，展开

评比。这样一来，每个同学都认真地做，而且还有不少新的发现。

学生兴趣上来了，实验也变得认真而热闹了，学生的积极性也提

高了。

四、反向消负激发

即和学生共同消除负面的思维方式，选择一种正面的思维方

式来改变自己。人会被最初的情绪所控制，但不能为这种情绪一

直左右。因为发泄是容易的，但不是你要的结果。如果只是发泄

就能解决的话，教学和读书倒成了最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会粗心、

犯错。帮助学生改进也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就是批评也应表达成

最深沉的爱意。陈杨，一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在物理学科中总

会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问题是想当然地下判断，还很固执。

找到了问题所在，就好办了。一天，我让同学们猜一个物理现象，

并要求先认真思考，再举手作答。话音刚落，陈杨便举起了手，

我问他想好了吗？他肯定的说想好了。我又问他是的想好了吗？

他更肯定地说绝对想好了。我便激他说如果答错了怎么办？他说

帮班上提一周饮用水。我说，好，如果你答对了，我也提一周水。

他回答了问题以后，同学李飞马上说：陈杨，你输了，应该你提水。

他不服，便又跟李飞打起赌来，输了的人帮对方洗一次衣服。当

李飞说出答案以后，他思考了一会，突然猛拍自己的头，说：呀

呀，我怎么又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次惨了。又提水又洗衣服，他

非常懊悔的样子。其实我早打定主意要治他的病，与李飞“串通”

好的了。后来我又悄悄地让李飞跟他一起提水，他很高兴。抓住

他的好胜心，真正触动他的心灵。从此以后，他就不再犯这样的

错误了。

五、结语

激活学习兴趣是教学中成本最低、风险最低、成功最高的通

道。我们之所以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该首先从灵魂上着眼，

走进学生的心灵，唤醒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找到兴趣，让学生

在愉快中选择，在愉快中学习，在学习中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