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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兴趣导航  打造乐学课堂 
◆刘玉娟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海德学校） 

 
摘要：浓厚的兴趣，能有效地诱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发掘学生蕴藏

着的学习潜力，从而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生在课堂上过着一种

积极的、有血有肉的、甚至可以说是沸腾的学习生活——真正的心智成
长的生活。为此，我们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该正确掌握学生有关“学习

兴趣”的规律和激发学生“学生兴趣”的方法,使孩子们在语文学习过程

中始终“以趣为径”，体味到语文学习的甘甜和愉悦，从而最终形成稳固
的、内在的、持久的志趣，使语文学习臻于至境，自我得到健康和谐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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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一门人文性、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
极强的科目。而传统的语文教学是“传道、授业、解惑”，学生
只当书记员、听众，往往忽略学生主体作用和本身的巨大潜能，
往往忽略学生个体经验和感受，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现在
的教学理念大相径庭。“让语文多一些趣味  让语文多一点活力”
这是同学们的渴望，也是语文教师的理想。 

在每节四十分钟的语文课堂上，如何变教师唱“独角戏”的
“满堂灌”为师生双边活动的“启发、发现式”，使学生感到“书
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呢？在实际教学中，我做了以
下尝试： 

一、精心设计课堂语言，诱发兴趣。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

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作为教师，我们
应该精心设计每一句课堂语言，化深奥为浅显，化枯燥为生动，
化抽象为形象，诱发其兴趣,使学生的思维经常处于活跃的状态，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我在教《葡萄沟》一课时，先请一位擅长朗诵的学生读课
文，让其他学生边听边想象画面。学生声情并茂的朗读，仿佛把
大家带入了果实累累的葡萄园。这个学生读完后，我看了看全班
同学，煞有介事地说：“杨俊同学听得最投入，我发现他在边听
边看的过程中，使劲咽过两次口水。”回过味的同学都哈哈地笑
起来，我接着说：“课文中描写的事物肯定在他的头脑中变成了
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我想，他仿佛看到了那红得发紫的葡萄和
作者大吃葡萄的情景，于是才不由得流出了‘口水’……”学生
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读文章的时候能
像杨俊一样把文字还原成画面，那就证明你读进去了，读懂了。
老实说，刚才我都流口水了，只不过没让大家发现罢了。”同学
们笑得更厉害了。   

这样，幽默的课堂组织语言，恰到好处的润色课堂，给教学
增添亮色，一篇抽象的文字，在学生脑子里“过电影”般还原为
生动的画面，学生犹如身临其境，学生在乐中领悟了学习文章的
真谛，为学生自主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创设课文情境，焕发情趣体验。 
情境是一堂语文课的“小天地”，教学中巧妙的创设情境，

能让学生戏剧般地进入角色，唤起他们的情感体验，点燃其思维
的火花，提高教学效果，因此，激情创境，焕发情趣的课堂教学
方式是小学语文教学效率提高不可忽略的方法之一。 

如在教学《浪花》一文时，我利用多媒体，出示精心设计的
图画：天空蓝蓝，白云朵朵，海水蓝蓝，浪花朵朵，海鸥在海面
上自由飞翔；金黄色的沙滩上有贝壳、小虾，一个小女孩站在金
色的沙塘上，笑得嘴都合不拢，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同步播放
轻柔的音乐。我指着画面，问道：“请同学们闭上眼睛，想象一
下你头脑里浮现了一副什么样的画面？情境的创设，充分的激活
了孩子们学习的欲望，他们脸上洋溢着兴奋：“夏天的一个下午，
一位小姑娘光着脚丫，来到海边的沙滩上拣贝壳、捉小虾。”“浪
花哗哗地卷来了，小姑娘坐在沙滩上，浪花冲着小姑娘的脚丫，
逗得她哈哈大笑。” “浪花退下去了，沙滩上露出了美丽的贝壳，
还有活蹦乱跳的小虾。”……。由于师生情感投入，整个课堂气

氛活跃，孩子们在愉悦的情境中，理解了课文内容，领悟了生活
的美，提高了阅读的效率。 

三、创新变换教法，保持课堂乐趣。 
一件再华丽的衣服，如果常年的穿着，也会让人看腻，一盘

再可口的菜，如果顿顿吃它，最终必然会让人倒胃口。教学中的
某一方法再灵，用久用多了，也就灵不起来了。作为老师，教学
时就必须讲究方法，学会课文与生活情境交叉变换的教学方法，
恰到好处的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受到乐趣，变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 

如教朱自清《春》一课时，根据教情和学情来变换方式，我
紧扣文章细笔描绘的特点，结合课后练习的重点题，帮助学生细
致体会句子“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的“闹”字妙处。
我质疑发问：“‘闹’换成‘叫’字好不好？”学生默不作声。于
是我便设置了个情境游戏：“听命令你来做”。霎时学生兴趣盎然，
一声令下“笑”！学生们哈哈大笑；“叫”！学生们高叫，叫喊声
此起彼伏；“闹”!学生们有的敲敲打打,有的蹦蹦跳跳,有的挥臂
摆手,有的拍手欢笑。“停”！教室一片寂静。我话锋一转，引导
发问：“结合刚才的感受，你们能谈谈‘叫’和‘闹’这两个字
有什么不同？能否体会作者用词的精妙？”学生立即说出：“叫
只是声音，闹还加上了动作。”“作者用闹不仅有声音的感受，还
有动作在其中，更生动，更丰富。”就这样，略施小计，不仅使
学生感到其乐无穷，而且深刻的理解内化了“闹”的用词精妙。
由此可见，创新的教法，可创造出奇妙的乐趣，使学生达到“乐
学”的境界。 

四、精巧布置作业，横生学习妙趣。 
我们的教学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困惑：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自

觉做作业的好习惯，经常作业拖拉。通过自我反思，我意识到应
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学生自身懒惰，没有好习惯；
另一方面，教师所留的作业可能存在枯燥、呆板、烦琐等缺陷，
没有引起学生自助做作业的兴趣。那么，如果我们留下能引起学
生兴趣的作业，学生的状况肯定会大为改观，因此，我尝试改革
作业的形式与内容，让作业从“写”的单一形式中走出来，使作
业富有趣味性，具有吸引力。从而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
发展，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都得到提高。 

如教完《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后，我以“口头训练型”的作
业，让学生通过分角色朗读，体会课文中人物语言描写的重要性，
从中感悟到人物的形象特征，体会文章的主旨。在《雷锋叔叔，
你在哪里》的教学过程中，作业设计为“搜集积累型”，让学生
搜集雷锋叔叔的故事，让他们互相交流、互相传播，将更有效地
加深学生对雷锋优良品质的了解，从中加强学生“人格”教育。
又如在语文园地的“区别形近字”的授课之前，作业为“调查报
告型”，让学生通过亲身搜集报刊杂志、招牌广告、同学作文中
用词不准确或出现语病的事例，给予评议和修改，从中体会形近
字不同的字意，提高学生用词造句的准确度。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抓住课程改革的契机，贯彻
新课标的理念，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巧妙合理地设计出更多更
新的教学方法，用“趣”的途径，“乐”的手段，达到“学”的
目的。让学生在积极健康，格调高雅的教学内容中“乐”、“学”，
从而最终形成稳固的、内在的、持久的志趣，使语文学习臻于至
境，自我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