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23 

建立语文学科认知 
创新“首因效应”应用的“语文第一课”构想 

董海燕 

（四川省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621000） 

摘要：“首因效应”在教学中的应用目前仅停留在教师个人魅力影响和第一节精彩的课本教学活动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语文也应当是“首因效应”的对象，在教学之初教师抓住时机建立起学生对语文学科的正确认知，学生对语文学科产生“第一印象”，

从而影响今后的语文教学和学习。 

关键词：首因效应； 语文学科； 认知；第一印象一、现状  

 

新时期语文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 版 ) 》 文 件 ， 语 文 的 总 课 时 比 例 提 升 到 

20%~22%，同时语文教育面临的困境也显而易见：学生面对大量记、

写任务，表现出畏难情绪；大量阅读任务；小学高段、初中语文难

度大等都让学生对语文望而却步。笔者抽取了两个班，计 100 名

七年级学生作为问卷调查对象：21%的学生认为语文学起来很困难；

29%学生认为语文学起来很枯燥；甚至还有 11%的学生持“语文无

用论”。只有 20%的学生愿意花课后较多时间自主学习语文。与其

研究怎样教好语文，不如首先思考怎样让学生爱上语文，而首因效

应已经被用作完成之一目标的首选方法。 

一、基于“首因效应”的“语文第一课”构想  

“首因效应”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首先提出的，指的是人

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占主导地

位的效应。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比以后接触中

得到的信息更强，持续的时间也更久。（舒娅 310）  

目前，“首因效应”应用在两方面：教师留给学生的“第一印

象”，如教师与学生第一次见面衣着整洁、说话可亲可敬、亲切自

然等。其次是怎么上好第一堂课，如充分备课， 甚至做好第一次

作业反馈等。（刘忠良 96）这是学生对语文老师和语文课堂产生的

“首因效应”，决定学生是否愿意再学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首因

效应的运用应用恰好被局限了， 这里忽略了语文这门学科的独立

性，如果将语文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当学生在与之交际之初，能

在教师的驱动下，建立起对语文学科的美好的有趣的“第一印象”，

那么首因效应的作用才是从本质上起到了最大作用。洛钦斯的实验

证明，如果第一印象形成了肯定的心理定式，会让人在后续的接触

中，多倾向于挖掘对方身上美好的品质；如果第一印象形成了否定

的心理定式，就会在后续的了解中，多倾向于揭露对方身上不好的

品质。（舒娅 311）当学 

生对语文这门学科有了积极的心理定式，不仅可以打开其对这

门学科的兴趣，也会在今后的语文学习中产生持续影响，促使学生

自主学习语文，这也是“语文第一课”教学目标：让学生会真正爱

上这门学科，建立起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和动力。 

笔者在此做了初步尝试，开学的第一节课不是急于进入新课教

学，而是尝试性地上了“语文第一课”后，对两个班级 100 名七

年级学生的调查问卷发现：73%的学生认为语文这门学科跟以往的

认识很不一样，40%的学生愿意改变学习方式，花更多课外时间在

语文的学习上。 

在小学一年级，学生还未建立对学科的认识时，应该是使用“首

因效应”的最佳时机， 可以为儿童“白纸”般的认知上画下美好

的“第一印象”；即使在学生已有的认知上，教师选择正确的时机，

使用正确的方式和内容，依然能建立起学生对语文学科的新认知。

并且， 由于新的认知体具有新鲜感、趣味性，能够很大程度引起

学生的注意；学生甚至会用新的信息覆盖之前的认知，从而更加信

任新的信息。这对于原先对语文学科留下消极印象的学生尤其重

要。 

二、“首因效应”和兴趣机制的关系  

“首因效应”与兴趣机制相辅相成，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孔

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兴趣的重要性在教育界是得到普遍认同的，西方的“兴趣学说”已

成体系，无论是赫尔巴特学派还是杜伟学派，都把“积极性”“主

动性” 视为最大特征活本质属性，并把兴趣当做儿童心理能量的

代表。（郭戈 129）儿童对于第一次见面友善的人会表现出喜爱和

亲近，那么语文如果也能在第一次见面时成为一个美好有趣的个

体，儿童当然也会喜欢上它。很多时候兴趣就是教学的目标, 而实

现兴趣刺激的有效方法，首选应该是“首因效应”，因为它的性质

决定了它的应用必须是要发生在学生正式进入学科学习的第一时

间。教师们也普遍都采用“首因效应”，如以良好的形象与学生第

一次见面；精心上好第一堂课等。因为学生对语文的喜好很大程度

上由老师个人魅力及其上课的风格决定。（根据调查问卷：93%的学

生因为对教师的喜好而对语文学科产生相应的喜好，学生因为喜欢

老师而喜欢上语文课，并选择认真听课；反之则怠慢或对语文课产

生厌学情绪。甚至有学生因害怕老师而选择妥协被动的学习语文，

而这显然无法给学生带来良好的情感情绪感受从而激发兴趣。）“语

文第一课”的第一个最显著的教学目标就是最大程度给学生带来良

好的学习情感，产生学习在情感上的愿望（兴趣）；由于“首因相

应”的持续性特点， 短时间不会消失，教师只要在平时的教学活

动中不断强化“第一印象”，良好情感自然也能可持续发展，最后

这种良好情感又可转而作用于学生此后的学习驱动力，不断刺激学

生的学习兴趣，最终固化或者习惯化语文的美好“第一印象”，成

为学习主要动因，二者相辅相成， 

以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且“首因效应”所对应的范畴扩大到

了语文学科，能够达到的教学目标不仅是激发兴趣了，而是内化认

知，即不仅仅是让学生对语文感兴趣，而是爱上语文， 即深化学

生对语文学科的情趣感受，而这无疑是兴趣机制被实现的最大效

应。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一个学生没有爱上一门具体的学科。

一个具体学科知识领域，那就没有个性的智力充满性精神生活的丰

富。”他还指出了教师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发展儿童的学习兴趣，

“首因效应”无疑是引发并持续兴趣的首选且能达到最大效果的方

法，而兴趣又是促进学习的最有利动因。 

三、结语  

兴趣学习一直被作为语文的教学方法和目标，广大一线教师和

学者们也一直致力于找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最优方案：在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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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阶段，“首因效应”被普遍应用，但又仅局限于用教师个人形象

和精彩的第一堂课本教学来吸引学生。笔者提出应将语文学科看作

独立个体，让学生在进入正式教材学习之前，对学科从宏观上有一

个正确的积极地认知，目标是让学生在喜爱老师的同时，真正喜欢

上语文这门学科，正确认识到语文的重要性和实用性等。教师要选

择恰当的时机建立这一积极的“第一印象”：小学一年级、七年级

开学第一堂语文课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有针对性的旨在给学生留下

“语文印象”的“开学语文第一课”，引导学生爱上语文，发现语

文的美，为构建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意识打下基础。如果，学生在

正式学习语文之初未建立起对语文学科的积极认知，或者因为枯燥

的课堂留下不好的第一印 象，甚至对学科产生心理“偏见”，将严

重阻碍后期学习积极性以及自主性。  

“语文第一课”的内容自然不是第一堂教材上的语文课，语文

学科的认知即认识语文， 可以涉及语文的趣味性，生活中的语文

现象，语文的实用性，语文的幽默性，语文的情感特征，语文的文

化内涵；母语自信等。并与美好的语文老师形象相结合，让学生对

语文学科和语文老师都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让学生发现语文这门

学科的魅力，那么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因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To Build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The first Chinese Course”on Renewing the Applying of Primar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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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核算检测，而核算检测本身是一个比较费时，费力，费钱的

复杂过程，所以现在低风险地区都是采用十人一组的混检法。可以

用这个项目情境，引导学生去梳理混检法的算法，甚至去思考其他

更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二分法查找混检，尝试用递归和非

递归的思想来实现。 

4.把握计算思维的特性 

在了解完信息技术与计算思维二者关系的基础之上，再加以掌

握计算思维的有关特性，那么对于之后的计算思维培养可谓是事半

功倍。计算思维其本身是数据、结果、运算逻辑相对独立，运算逻

辑可以重复运行与不同的数据源和数据集，获取稳定可靠的运算结

果的一种方式。计算思维的目的是求解问题、设计系统以及理解人

类行为，其本身是抽象、自动化的。因此在学习信息技术过程中，

学生应该慢慢体会和运用与合理利用计算思维的特性。关于这一块

的内容、教师可通过讲课与计算机有关程序的视频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学生进行理解。 

例如，教师在讲解每一个特性的同时，可以搭配一个相应的程

序视频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计算思维的特性有关知识。如计算思维

的特性之一是属于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计算机的思维方式，对此

可以找寻一段有关程序员设计计算机系统的视频，从而进一步诠释

计算思维是人的思维被设定在计算机之中。而非计算机本身的计算

思维这一特性。 

5.教师构建信息知识体系促进学生综合思维的养成 

教师要衔接各个信息知识的过渡，让学生学会在新旧知识之间

进行联系。教师要辅助学生对于信息技术的知识构建完整的体系结

构，对知识进行综合和整合，使学生在计算思维发展的基础上促进

学生综合思维的发展。 

例如，在教学《加密与解密》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就把密码盗

窃与防盗分析表给学生，让学生在预习后填写表格。教师可以引出

数据安全、密码的话题，在多媒体上展示数据安全性测试，并让学

生记录密码破解的时间。比如在第 5 位，第 7 位和第 9 位的密码上

分别测试，看看解密分别需要多长时间，学生对解密的时间进行记

录，教师可以根据实践的结果再询问学生：“如果密码中还含有字

母，破解的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然后，教师再请学生讨论

创建安全密码的措施与方法，引导学生对创建数据安全措施进行总

结，例：可以限制账户登录次数，验证码，指纹，人脸识别等措施。

这样，学生会对前面所学习的知识进行整合，有利于学生计算思维

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有机契合了以学

生的信息素养为核心总目标。新课程标准提出的基于项目式的学习

还原了学习的本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重构课堂教学组织方

式，加强学生的探究学习，多创设贴合学生认知的项目情境，引导

学生运用计算思维去完成项目，让学生学会抽象问题特征，建立模

型，善于对数据进行分析，对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系统化，能够迁

移到类似问题的解决中，在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过程中形成对人与世

界的多元理解力，负责、有效地参与到社会共同体，成为数字化时

代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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