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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提高初中语文教学的趣味性 
◆康  哲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五德中学  657209） 

 
摘要：长期奋斗在一线的初中语文教师，应将素质教育理念与创新教学

元素有机融合起来，构建趣味教学模式，打开学生智慧之门；应该坚持

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原则，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组织个性化的教学
活动，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还应整合课程资源，指导学生

认真解答相关问题，从而养成端正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探究习惯，努力

奋斗后成为有理想、有追求、优秀的人。本文针对提高初中语文教学趣
味性的策略做出了具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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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要知道，枯燥乏味的课堂氛围，单一固化的讲课手段，
是无法激活学生语文思维，促进他们全面发展的。教师为了完成
教学任务组织的课堂活动，会让学生衍生出不同程度的抵触情
绪，直接导致教学质量越来越差，教学效果不尽人意。为了改善
上述弊端现状，就要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多给学生体验的机会，
探究的时间，远比一味灌输的效果好得多。初中语文的趣味性教
学，更符合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有望揭开当代素质教育的崭
新篇章。 

一、营造好的课堂氛围 
良好的课堂氛围，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完善学生认知体系

的关键，教师轻松教学，诱导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既
能构建和谐互动关系，还可以为后续实践工作的有序推进奠定下
坚实的基础，是一举两得的。教师投入更多精力，来提高教学的
趣味性，采用代替法、激励法、巧设悬念法，指引孩子们朝着正
确方向突破自我、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这是十分必要且关键的[1]。
例如，教学《口技》时，教师可以播放小视频，或者自学一下 ruapu，
鼓励学生表演类似口技一样的技术，充分调节课堂的氛围。再如，
讲《走一步，再走一步》时，要先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在生活中遇
到的类似事件与解决方法以及最后的体会，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
到这个课程中来，将情感带入后，课堂氛围达到高潮，真正实现
有效教学的目标。 

二、创设情景趣味教学 
在初中语文课堂上加入情景教学，能够使课堂更加生动有

趣，活跃课堂气氛，同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愉快的环境下展
开教学，更能够提高初中语文教学的趣味性。初中语文课程的主
要内容是文言文，文言文的教学相对较难，文章内容不易理解，
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会找不到学习方法，对课堂失去兴趣，教师
应采用容易被学生所接受的教学方式进行文言文的教学，帮助学
生理解文章内容，使学生对文言文学习产生兴趣，书本中的知识
都来源于生活，虽然文言文所描述的内容与我们的现代生活相差
的年代久远，但其内容也与现代社会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在
学习《岳阳楼记》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在制
作教学课件时应加入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使学生对文章所描
写的内容有更加具体的画面，结合课文内容进行教学，既能够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增添课堂色彩，提升初中语文教学的趣味性，
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使文言文教学工作顺利进
行。 

三、悬念引发学生思考 
在古典章回小说里，往往在情节向前推进时，中途打一个结，

让它暂时挂起，给读者产生一个期待的心境。用“且听不回分解”
悬念来吸引读者往下看，这是启发式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2]。
例如，《背影》一课中，作者朱自清在开篇写道：“我与父亲不见
四年有余，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讲到此处，教师适时启
发：为什么不能忘记的是父亲的背影呢？这就给学生造成一个悬
念。跟着提问：一般作品描绘人物部位最多的是什么？学生讨论
明确：人最富于表情部位应该是面部，应着力于面部神情音容笑
貌的描绘，这是文学作品惯有的手法；而《背影》这课书，为什
么抓住人物的“背影”不惜笔墨作具体细致的刻画呢？教师引导
学生在讨论中逐步领悟这里描写的“背影”是进入老境“颓唐”

父亲的背影，它刻下了父亲饱经忧患，半生潦倒的一个印记。父
亲在家境惨淡，奔走谋职之时，还不辞劳苦，不怕麻烦送儿子上
北京，还艰难地爬过铁路为儿子买桔子。这“背影”表现出父亲
对儿子真挚的爱，“背影”是父子依依惜别中给儿子烙下的一个
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还是囿于描绘人物的精神、音容笑
貌，就不能像描写“背影”那样更想往下看，品味字里行间，所
渗透的情感，学生的求知欲在悬念中被激发出来了。  

四、主动联系实际生活 
中学生正处在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个性十足，拥有自己

独特的思维。教师如能够在这一学段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对
他们以后的终身学习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学习《大自然的
语言》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户外踏青，使学生在这种语境中
对于所学习的知识有更深入的认识，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提升
学生综合能力。再如，教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教师应
该注重发挥词语语境的作用，强化学生对于这篇课文的理解。比
如作者小时候在捕鸟时候的一系列描写动作的词语就非常形象，
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些词语进行深刻理解，联系自己的童年
生活，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整篇文章，这样学生的共鸣才会被激
起。 

五、利用现代教学技术  
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能让学生接触到更多课外内

容，扩展课堂知识，眼界得到开放[3]。例如，在讲解《山坡羊・
潼关怀古》的时候，许多教师会先领着学生去读内容，让学生掌
握正确的发音，之后给学生一点一点地翻译或者解释句子，让学
生了解句子的内容，最后让学生进行机械化的记忆，将内容背下
来。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无法感受到语文学习的魅力，也体会
不到乐趣。要促进教学趣味性的提高，教师可以为每一个句子在
网络平台上找一张对应的图片，在课堂教学中，将图片展示给学
生，让学生通过自主思考或者合作交流将句子与图片进行对应，
在这样的活动中理解文章内容。创新且具有趣味性的活动，往往
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课堂氛围的活跃。 

结语 
总之教育的发展，需要教学不断改革和推进。教育质量的提

高，教师负有重要责任。初中语文教学趣味性的发展，需要初中
语文教师不断探索和研究。唯有教师与学生实现共同参与的课
堂，教学质量才会不断提高，真正意义上实现教育以文化人的目
的。 

参考文献： 
[1]刘玉平.如何加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J].科学

咨询，2017（20）：163-163. 
[2]霍秀芳.语文教学中如何创设有效情境[J].读写算：教育

导刊，2017（17）：61-61. 
[3]崔华君.新课标下构建快乐初中语文课堂[J].读写算：教

育导刊，2016（16）：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