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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激发小学生语文自主学习的兴趣 
◆张新霞  席红力  王会军 

（西平县二郎祝王寨小学  463900） 

 
摘要：兴趣是学生积极认知事物和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一种心理倾向。

根据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渲染气氛；利用生动形象的故事教

学；游戏激趣方法，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等，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的有效方法。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要着力培养小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使他们对语文乐学、善学、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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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这句
话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怎样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的秘密，那就是
对学习的热爱。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学习环境下学习效果不一样，
自身的素质固然是一个方面，更加重要的还在于学习者对学习内
容的 度或感觉。正所谓"兴趣是 好的老师"，当你对一门科目
产生了兴趣之后，自然会学得比别人好。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小
学生的心理特征，从而有针对性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教学
的质量。 

一、小学生的认知特点 
小学生的认知特点是由具体向抽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

程。其认知带有很大的具体性和形象性，具体表现在： 
1、记忆特点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智力发育水平，他们的认识水平基本上

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没有完全形成系统的分析、加工、归纳能
力，在心理机制上没有完全形成相适应的认知结构，为了应付考
试而被迫采用死记硬背为主的方法识记概念，记忆方法是处于机
械识记向意义识记的过渡时期。 

2、思维特点 
小学生思维活跃，敢于暴露自己的思维过程和结果。他们对

抽象的新概念的理解基本上依赖于感性直观材料，判断常带有具
体性和片面性。 

3、注意特点 
小学生好动，思维持久性差，也就是小学生的听讲是断断续

续进行的，学生注意的间歇易受情感的影响，易以个人的兴趣为
转移，这说明学生有意注意还处于不稳定状 ，这也告诉我们在
教学中应采用多种形式、方法来引起学生的注意。 

4、语言特点 
虽然小学生的生活语言较丰富，但由于思维的随意性和片面

性，会造成语言表达的不准确、不科学，而影响了对概念的理解
和掌握。 

二、如何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兴趣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的选择性 度，从根本上说，需要

是兴趣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一定的需要，人就不会对任何特
定的事物产生相应的影响。从具体过程来说，兴趣不是一朝一夕
突然出现的，个人生活的背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特点都会对
兴趣的形成有影响。 

（一）、创设各种情境，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教学中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创设情境，激发、唤醒学生的情

感以及内在的求知欲。小学生 大的特征是好玩好动，好胜好玩
是孩子的天性。儿童的活动受兴趣和需要的支配，在课堂上要让
他们乖乖的坐上四十分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使小学生在
整堂课上保持良好的学习状 ，教师不仅要想方设法激起学生的
兴趣，更要随着课堂的纵深发展，调节思路，将学习的兴趣保持
下去。 

游戏可以充分发挥孩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能调节学习的
节奏，又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生动的游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吸引注意力，可以使学生在愉快协调的气氛中巩固学到
的知识。 

（二）、利用语文教学与活动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内容的生动有趣、丰富多彩以及教学方法多样、新颖、

富于启发性都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通过学习，把学习

看做内心的满足，而不是当成一种负担。教师还应使学生投入到
力所能及的学习活动，积累有关的知识，完成有关的任务，通过
学习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让个别学生走到教师前
面，通过自己的想象把需要表达的内容通过语言、手势、表情、
动作等大胆地表现出来，内容可以是词、短语、句子或者是文章
片段。 

（三）、明确任务，培养兴趣 
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任务，让他们在教学活动中积极主动地学

习。学习的积极性对学生十分关键。如果学生明确了学习任务，
就会积极主动去学习。 

如何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呢？（1）开门见山法，即教师在
每节课刚开始时，就让学生知道他们在课堂上需要具体掌握哪些
知识点；（2）筛选讨论法，教师结合文章的重难点，有选择地有
效教学。（3）准备充分。教师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授课。 

（四）、加强学习目的性教育 
学生学习动机的发展是随着年龄的发展、教育程度的提高从

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教师要自觉地、有意识地贯彻社会对学
生学习的要求，以正确的动机克服错误动机，并抵制社会上不正
确动机的影响。帮助并引导学生认识学习的社会意义，把自己的
学习与远大的理想、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经验的教师要经常注意缺乏动力的学生身上
的积极因素，利用这些积极因素，使之得到发扬并与学习联系起
来，从而使学生产生学习的需要。例如，一个学习后进的学生平
时不喜欢学习，但极喜欢画画，班主任利用他爱画画的积极因素，
鼓励他参加班报工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该生产生了学习的
需要，对学习有了了兴趣，结果学习成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大量事实证明，有广泛兴趣的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的极少。他
们一般都有较高的积极性，善于思考发问，知识学得活，能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智力发展也快。如果没有一定的兴趣，往往不
善于思考发问、死记硬背，久而久之，易产生厌学情绪。 

心理学认为：“教人未见其趣，必不乐学。”兴趣是 好的老
师，只有当学生喜欢学、要求学、有迫切的学习愿望时，才能积
极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课堂是学生的舞台，教与学是课堂的主
旋律，在课堂上师生的互动是一串和谐的音符。要实现课堂的高
效有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重点，这就要想方设法以兴趣为催
化剂激活课堂，用学生能接受的节奏与方法组织形式多样的课堂
活动，使学生在既轻松愉快又紧张刺激的氛围中学习。这样，学
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就会很高，不会感到厌学，学到的知识就会
记得特别牢，教学效果也会大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