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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刘金林 

（安徽省肥东县撮镇中学） 

 
摘要：数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也离不开数学。数学问题都是数学生活化

的结果，学习兴趣是 好的老师，求知欲是内在的动机。在实际的初中

数学教学中，学生如果能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

与思考，学习效率就会事半功倍。本文谈谈如何提高初中生的数学学习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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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初中数学教学中，为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获取较高分
数，我们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解题技能的训练，相对忽视了学
生个人兴趣的培养。数学学习兴趣是学生数学学习的 有效的动
力，兴趣可以使学生的认知处于 积极、 活跃的状态，从而注
意力集中并积极地进行学习。 

一个初中数学教师，课堂上怎样吸引学生，怎样激发学生的
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教与学是师生心灵的交往，成功的教学不是
靠教师单方面的传授，还需学生对它产生良好的学习兴趣。初中
生意志薄弱，有意注意的能力虽然正在增强，但却不能持久，他
们对自己喜欢的事、积极性高，不感兴趣的事情避而远之，受情
绪影响较大，抽象思维也较差。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人的各感
官、大脑处于 活跃的状态，能够 佳地接收教学信息；浓厚的
学习兴趣，能有效地诱发学习动机，促使学生自觉地集中注意力，
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活动。在教学中，我们可通过介绍我国在数
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介绍数学在生活、生产和其它科学中的广泛
应用，激发学生学好数学的动机。通过设计情境，提出问题，引
导学生去探索、去发现，让学生从中体验成功的喜悦和发现的快
乐；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引起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从
而培养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所以，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现实情况
设计教学，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中学生还保留着一定的好奇心，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可以增

强教学的趣味性，提高教学效果。 
数学课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不少学生觉得它抽象难懂，大多

学生的数学成绩不好，乃是由于对数学缺乏兴趣所致。教师在教
学中可根据教学内容，通过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直观、有趣的
教学手段，为学生创造运用数学的环境，引导学生动手参与、积
极探讨，在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领悟
到学习的快乐，树立起学习的信心。例如在讲几何“圆”这一章
时，我是这样引入的：“大家上学骑自行车，有哪些几何图形呢？”
学生能很快地说出三角架是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老师马上提
出“为什么车轮要做成圆的呢？难道不能做成三角形、四边
形……”这样让学生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学习“圆”这一章，
自然会相当投入。而当教师将同学们几乎不可思议的讨论结果公
布时，同学们更是迫切希望进入新课的学习。其次，在数学教学
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水平，采取适当的启发学生积极思
维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地去探索数学真理，培养学生学习数
学的兴趣和刻苦钻研数学问题的热情和毅力。引导学生敢于和善
于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爱护、支持和鼓励学生中一切含有创造
因素的思维和活动，开展不同层次的数学竞赛等活动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 

这样，教师成功地利用了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达到了满意的教学效果。 

二、巧妙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上课时为避免平铺直叙地讲解令学生昏昏欲睡，提不起

兴趣，教学中可适当地出一些趣味数学题。例如：学习二元一次
方程（组）时，引入农村古代流传的一道题：“鸡兔同笼。”像这
样把枯燥的数学题改编成有趣的文字题，往往能引发同学们做题
的兴趣，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能让学生灵活用脑。再比
如：讲授有理数乘方应用时，假如给我一张足够大的报纸，通过
折叠就可以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你们相信吗？一开始就设下悬

念，通过设疑引发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兴趣，促使学生积极思考，
使知识的接受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必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加强直观，引导动手操作，引发学习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直观教具、投影仪等生动形象的教学手

段，能使静态的数学知识动态化，不但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且学生学到的知识也能印象深刻，永久不忘。如在三角形、平
行四边行、梯形等面积公式推导的教学中，采用投影演示“割拼”
过程，化静为动，一目了然，而通过学具的剪拼，不但能提高学
生动手操作能力，而且通过自己摆弄得出的结果印象深刻；讲圆
锥的侧面展开图时，让学生把事先准备的圆锥模型用剪 沿一条
母线剪开，印象深刻，记得牢。很显然.在教学中采用直观的教
学手段，引导动手操作能有效地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联系生活，培养学习兴趣 
数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数学课堂教学要充分考虑数学发

展进程中人类的活动轨迹，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不断沟通生活
中的数学与教材的联系，使生活和数学融为一体。这样的教学才
能有益于学生理解数学，让数学成为学生发展的动力源泉。联系
生活实际进行知识传授，可展现数学的应用价值，让学生体会、
明白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就在自己身旁，从身边的情境看到
数学问题，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教学“ 短路径问
题”时，例题可以这样设计：张家、李家分别在水渠的同侧，他
们想在水渠边修一口水井，使两家用水管 短（费用 少），请
问水井应该设在什么位置？当问题提出来后，学生很感兴趣，各
抒己见，都忙着解决问题，小组互相讨论，学生很容易把问题转
化为数学上的轴对称问题，再根据“两点之间，线段 短”的知
识找到水井的位置。通过这样的教学，让学生感觉到学数学有实
用，比老师在班上再三强调“要学好”效果更好。 

浓厚的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基础，也是掌握知识的关键，初中
数学课程也不例外。数学学习兴趣可以让学生更好的投入到数学
学习中，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因此教师必须结合自身教育情况，
改变课堂教学方式，从而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提高教
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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