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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多维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构建小学语文高效课堂 
◆曾华碧  宋兴立 

（重庆市合川区庆福小学  401520） 

 
摘要：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激发和培养，不仅有利于学习者自身的语文

学习和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学生的学习素

养和各种能力，这是语文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和角度
上讲，兴趣更是创造欢乐的教育前景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机能。语文教育

工作者应牢记这一点，并在以后的教学实践和教学过程中好好地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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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兴趣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小学生来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小学生年龄小，道理懂得
少，各种心理过程常带有很大的无意性。因此，经常保持学生对
某门学科的兴趣就成了他感知事物、发展思维的强大内动力。只
有当学生对某种学习感到兴趣的时候，他才能积极主动而且心情
愉快地去进行学习，才不会觉得学习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只有当
学生有兴趣学习的时候，他才能集中注意，积极思考，对知识掌
握得快，记得牢，学习效果好。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
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一位著
名的特级教师说：“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来说，第一是兴趣，第二
是兴趣，第三还是兴趣”，这就生动地说明了兴趣在认知过程中
的作用。在走进新课程改革的今天，作为小学语文教师，除了积
极改革传统的教学结构，不断更新和完善教育教学方法外，激发
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这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师爱的钥匙，开启学生学习兴趣的门扉。 

1.创设良好的教学情景 
新大纲强调："小学各年级要重视阅读，要让学生充分地读，

在阅读中整体感知，在阅读中整体感悟，在阅读中培养语感，在
阅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应做到精讲，
应合理安排阅读时间，让学生在读书活动中尝试到读书的乐趣。
要变以往的"要我读"为"我要读"，只有产生了阅读的兴趣，才能
自觉地读，方能达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境界。兴趣的形成
来源于教师的诱导和引发，而这种诱导恰恰是紧紧捕捉学生心理
发生微妙变化的瞬间，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生发过程。
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把学习
中的“乐”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有根据的。应该怎样让小学生成
为语文的“乐之者”呢?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创造新的教
学情景，在活跃课堂气氛这一环节上多下功夫。为此，备课时就
要根据小学生的实际水平的差异，设计一些难易程度不同、详略
要求有别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学生分别要求；在课堂上，则根据
学生的不同性格、语言能力，把握机会及时进行激发和启示，创
造良好条件为学生的思维和语言训练提供机会，使他们产生对语
言训练的欲望，从而达到激发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效果。 

2.巧设精彩导语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开头如同一副“兴奋

剂”，他能使学生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注意力集中、求知欲增
强。一场好戏要有好的开头，一堂好课也要有好的开端。上小学
语文课，要想扣住学生的心弦，精心设计导语非常重要，好的导
语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引人入胜，使学生受到启迪和感染，
诱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导语设计有很多方法，或者联系旧知，或
者回想生活，或者巧设悬念，或者引问求答，或者游戏活动，唱
歌或者猜谜。多样化的课堂导入能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起到良好开端的作用。比如采用小品、儿歌、绕口令、
韵句、诗歌、歌曲等多样化的课堂导入方式，能降低学生学习语
言的难度，培养学生的语感，适应小学生活泼好动的心态，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但不管使用哪种方法，都要
注意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3.放飞学生的思维 
在语文教学中，构建语义的理解、体会，要引导学生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大胆的各抒己见。教师应因势利导，让学生对问

题充分思考后，学生根据已有的经验，知识的积累等发表不同的
见解，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辩论。通过辩论，让学生进一步理解
感悟，懂得了知识是无穷的，再博学的人也会有所不知，体会学
习是无止境的道理。这样的课，课堂气氛很活跃，其间，开放的
课堂教学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教师也毫不吝惜地让学
生去思考，争辩，真正让学生的思维在无拘无束的讨论中碰撞出
智慧的火花，给课堂教学注入生机。 

4.让学生品味成功的喜悦 
热爱学生，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让他们都感受到老师的

关心，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
中，应该仔细注意学生的一言一行，尤其是要注意观察那些学困
生的言行。教师应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学生的“美”的眼睛，留
心学生某一方面的优点、亮点，引导他们参与合适的学习，发挥
他们的特长优势。如果教师的冷淡、责怪、不适当的批评往往都
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而一旦丧失自信心，那么他们学习的主动
性就会大大削弱，当然对语文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所以，作
为语文教师应努力创造条件让学困生在语文课堂上获取成功，尝
到成功的喜悦，从而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让这一部分课堂上的
弱势群体动起来，使课堂真真实实地活起来。例如：“其实你很
聪明，只要多一些努力，你一定会学得很棒。”“这个问题你说得
很好，证明你是个爱动脑筋的学生，只要努力，你完全能学得好！”
“你的看法很独特！”“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诸如此类的评价，
不但承认了学生的进步，而且强化了学生的进步，并使学生在心
理上也感受到进步。由此喜欢上语文老师，也喜欢上语文课。 

总之，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的方法多种多样，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任务，只要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用得当，善于运用各种方式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寓教
于乐，学生寓学于乐，使学生产生获取知识，拓展视野，充实生
活的动力，对课文产生浓厚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去求索，小学语
文教学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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