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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讨兴趣培养，形成主动学习 
◆韦  娜 

（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中心小学校  408400） 

 
摘要：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对所学内容有兴趣，学生才会乐学、爱学、愿

意学、主动学，才会主动积极思考，才会主动参与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

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学成为愉快的事情。因此，能否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能否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这成了我们这些教学工作

者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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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时间老师们常常议论：近几年的学生是一届不如一届，
课堂上，懒洋洋，东张西望，根本不注意听讲；课后不爱完成作
业，乱写乱画；没有上进心。这样怎么能有好的教学效果呢？兴
趣能激发灵感，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的
教学工作想要事办功倍，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对所学内容有兴趣，
学生才会乐学、爱学、愿意学、主动学，才会主动积极思考，才
会主动参与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学成为愉
快的事情。因此，能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使学生积极主
动的参与课堂教学，这成了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然
而兴趣它不是自发的，它是逐渐培养起来的，该如何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使学生更加渴望学习。    
课堂教学是一个双边过程，学生的心理形成受外界环境影响

极大。因此，在课堂上和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营造一
个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注重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才能激发学
生克服学习困难的决心。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学生不愿意把
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告诉老师，不愿意与老师开诚相见，那么谈论
任何教育都总归是可笑的，任何教育都是不可能的。“亲其师，
信其道。”学生不喜欢毫无幽默感的教师，也不喜欢脾气暴躁的
教师。面带微笑，把自己积极、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学生，亲切的
对待学生，让学生觉得老师容易接近，课堂上学生的情绪才会高
涨，才能勇敢的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愉快地接受知识。当
遇到学生所答非所问时要有耐心，给学生时间，鼓励，引导让学
生体会到成功的愉悦。久而久之学生在课堂上更愿意与老师交
流，更想表达自己的情感，对学习更感兴趣，更加渴望学习。  

二、利用课堂提问艺术，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 
法国著名教育家第惠多斯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

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通过教师的语言、眼神、动
作、手势等要让学生感到教师就像朋友一样可亲可信，多鼓励学
生，善于设疑，巧于设疑，启发学生多问“为什么”， 说说自己
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想？但要注意，教师设计课堂问题要
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既不能让学生高不可攀，又不能让学生唾手
可得地方，而应该让学生积极思考，跳一跳，就能获得正确的结
论。过大、过难的问题，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过小、过易
的问题，缺乏思维的深度，对学生而言却缺乏针对性，甚至会挫
伤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习主动性减弱，学生同样不能体会到
成功。要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思维劳动获得成果，才会感到由衷

的喜悦，同时也会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

要。受传统教学的影响，教学不能发挥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
压抑儿童好问的天性，“填鸭式教学”注重知识的灌输，束缚了
学生“质疑”的空间，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不敢大胆质疑，
生怕自己提出的问题会挨老师批评，会遭同学的取笑，对质疑有
心理负担。在教学中，教师 应该鼓励学生放下思想包袱，不怕
说错，大胆质疑，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置
身于发现问题的情境中，由疑点燃他们的思维火花，激发学生无
疑而有疑，有疑而思解，达到解疑而心悦的境界，产生克服困难
的决心，诱化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动机，产生幸福和获得感，
进而产生学习兴趣，真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四、抓住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兴趣。 
爱因斯坦曾说：“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

好奇心是一种内心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好奇心是学
习兴趣的原动力，应受到呵护和重视。小学生年龄小，自制力差，
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只有遵循学生心理活动的规律，致力于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制造
悬念，通过讲故事把枯燥的事物趣味化、做有趣的教学游戏、猜
新颖的谜语等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寻求挑战性的问题的答案
的过程中，让问题和原有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也可以在关键处的
设疑、恰当的悬念，故意加大问题难度，让学生意识到想要明确
新知比想像的要更复杂，激发求知欲，对课堂产生好奇心，在探
索知识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感。 

五、采用激励性评价，营造和谐的课堂评价氛围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对学生的评价，应以鼓励、表扬的

评价为主，采用激励性的评语，尽量从正面加以引导。鼓励性、
欣赏性的评价，能够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课堂上，教师
不要吝啬赞的对学生经常性的进行鼓励性评价，如“我喜欢爱思
考的孩子。”“相信自己，大胆的表达，你一定很棒。”“再想一下，
就更完整了。”“多好的问题，你真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当学
生答得好时，及时称赞，使他们能及时的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增
强自信心；当学生发言不完整、说不清楚时，教师要及时补充，
不要让学生感到难堪，要让学生在和谐的课堂氛围中，保持愉快
轻松的心情。 

总而言之，让学生有学习的兴趣，才能使学生觉得学习是一
件快乐的事。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教学
过程中，我们只要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不断尝试，联系实际，
大胆探索，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乐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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