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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冯  丹 

（辽宁省新民市胡台学校） 

 
摘要：新课标提出课堂教学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在语文
课堂上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
生的创新思维不断发展，这也是衡量一堂课是否成功的关键。正所谓，
“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学生对学习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自然收获
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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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积极性，通常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认
真、紧张、主动与顽强的状态。语文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也是教学能够成功的
关键。苏霍姆林斯基指出，“认知本身就是一个激发生动、不可
熄灭的兴趣的最令人感叹、惊奇的过程”。他认为，一切学习活
动包括理论学习活动中，都应该有浓厚的兴趣相伴。作为教师应
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这也将
是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首应掌握的教学技巧。下面是我个人在
语文课堂教学中对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几点认识： 

一、用爱教育，感染学生 
（一）用微笑走近学生 
每一个孩子都渴望被关注与呵护。当教师在语文课堂上用微

笑面对学生时，便如同雨后阳光，充满温情与希望。微笑，是教
师对学生的浓浓喜爱，更是对学生的肯定与认可，它能够在无形
之中拉近师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面对班级里的优等生，亦或是
学困生，身为教师，都需要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做到用心爱护，
与学生之间亦师亦友。 

当学生用生动的语言准确回答了教师所提出的问题时，微笑
是对他的认可与赞美；当学生因做错事而感到羞愧与难过之时，
微笑是对他的宽容与谅解；当学生因胆小而退缩之际，教师的微
笑，是对他的鼓励与加油。可见，微笑在师生交往中，充当了不
可替代的角色。 

（二）用赏识拉近学生 
赏识是一种简单的教育方式，它能让学生满怀信心和希望，

时刻保持一份良好的心境和状态。赏识学生，是教师发自内心对
学生的尊重；赏识学生，可以让学生体验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怀；
赏识学生，可以帮助教师赢得学生的信任与喜爱。赏识，是催人
向上、积极进取的“爱”的教育。赏识教育，要求教师应多关注
到学生的闪光点，使他们的自尊心、上进心得到认可与强化，喻
之以义，施之以爱，导之以行。 

二、明确目标，引导学生 
传统的教学方式，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多数时间处于

被动地位。他们习惯于依附教师的讲解获得固有的知识答案，不
能明确每节课具体的学习目标为何，更遑论掌握有效的学习方
法。从而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进取心受挫，学习兴趣下降，
无法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其主体作用。 

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强调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因
此，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充分还给学生，当好学
生求学道路上的引导者。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调动学习积
极性，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明确每篇课文的学习目标，即语文课堂
上应该理解和掌握的具体学习内容，有了学习目标，学生便有了
前进的方向。在语文课堂导入时，应精心创设情境，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激发学生潜在的求知欲，使之自觉地去思考，从而提高
学习的主动性。同时，教师应结合教学目标，以知识结构、逻辑
顺序或情节构成等为线索来进行语文教学过程设计，突出关键、
突破难点、掌握重点，更好地达到学习的目标要求，清除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焦虑情绪，引导学生学习方向。 

三、多样评价，激励学生 
任何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学生亦是如此。语言在教学

中富有独特魅力，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语言的独到
运用，用真情实感去尊重每一位学生，努力创设一个融洽、和谐
的课堂氛围。 

正所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对于语文课堂上敢于直抒胸
臆，发表自己真实见解、回答准确的学生，教师要及时给予答案

的肯定与语言上的表扬；对于回答错误的学生，也可以从逻辑技
巧或者回答态度上加以肯定，让学生收获自信，进而产生学习兴
趣；对于那些性格腼腆，生性内向的学生，他们几乎不在群体面
前展示自我，害怕当众发言，教师要多加鼓励，不防借用“换只
手，高举你的自信”的故事例子，培养学生融入课堂，增强自信。 

另外，教师还可以利用每节课的最后一分钟，引导学生做出
自我评价:“这节课觉得自己在参与交流，主动探索方面做的还
可以的请举手”，亦或是学生之间的互相评价：“本节课我觉得哪
位学生的表现十分优秀，在回答问题时，他逻辑清晰，声音洪亮，
我应该向他学习”。这不仅能够引导学生对一节课的参与状态进
行总结，还是对学生自信心的考验，更能让学生体验到成功参与
课堂的那份自豪感。 

小学阶段的学生，有很强的进取心，他们天真活泼，喜欢和
同龄的学生进行比较。在班级可以适当设定一个笑脸评比墙，当
学生发言次数较多，完成任务有进步时，及时给予笑脸奖励。为
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适当准备一些文具礼
品，按照适当比例进行奖品标注，当学生笑脸达到规定数量，进
行抽奖。以此激励学生继续前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四、完善自我，吸引学生 
（一）用德行完善自我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应严格要求

自我，不断完善自我，丰富自我。用学识征服学生，用德行感染
学生。三尺讲台上，教师的职责便是教书育人。课堂上，教师的
一言一行，都备受学生的关注。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做到用自身的
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吸引学生，使学生“亲其师，信其言”。 

尊重学生，是教师德行的最高体现。每一名学生都是含苞待
放的花朵，在或者活泼，或者拘谨的外表下，都有一颗脆弱的心
灵。调动学生积极性，一定不要忘记尊重学生这个前提，特别要
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不受伤害。学生发言后，要以欣赏、鼓励为主，
即便发言不正确，也不要妄加批评，一句安慰的话往往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对于答错题的学生来说，可以在短时间内再给其一
次成功机会，使他挽回面子，增加学习兴趣。教师应力求在课堂
上，使每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成功者，使他们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二）用幽默装点自我 
呆板的语文课堂将毫无生趣，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为了活跃语文课堂氛围，吸引学生目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此时教师便间接地充当了舞台上的喜剧演员这一角色，学
会用幽默来完善自我，装点课堂。 

小学阶段的学生，处于一个喜欢听故事的年纪，尤其是对他
人的亲身经历，他们充满了浓浓的好奇心理。例如在教育学生遵
守纪律，避免犯错时，教师可以将自己小时候做过的淘气的事，
毫无保留地讲给学生，当学生听得捧腹大笑时，也在无形之中拉
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在学习有关于著名景点和名人事迹时，教师可以适当穿插自
己旅游时的有趣见闻。例如，当讲解《枫桥夜泊》这首著名古诗
时，我会出示在寒山寺旅游时拍摄的一组照片，通过回忆当时导
游的讲解与上网查找的真实内容，循着历史的轨迹，在屏幕上展
示一幅幅图片，自己于无形中充当了一次导游的角色。带领学生
领略一番独有的江南景致，诉说张继一生的悲欢离合。与此同时，
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慢慢提高
自己的素质。 

总而言之，教学是一门艺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更是一门艺
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可言。
面对不同的班级，不同性格的学生，教师应该不断地调整固有的
方法策略，随时总结经验。让学生爱上语文课堂，学会知识，收
获成长。每一名学生都是一颗最美的花种，教师应用心呵护，用
爱浇灌，丰富自身的内涵，让学生因教师而爱上语文课堂，让我
们静待花开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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