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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启发兴趣，营造课堂升级乐趣 
◆曹隆勇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摘要：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抱怨，孩子对读书毫无兴趣，却对游戏无师自
通，情有独钟。网络游戏抓住了青少年这方面的心理特征，为他们营造
了一个虚拟的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欲望，从而使部分青少年沉溺其中，
难以自拔。是否可以从网游中借鉴一些能够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亮点，
运用到教学中，使学生学的更加有趣，更加轻松呢？本文从网游中得到
启发，结合初中学生心理学特点及大量课堂操作实例，力图克服常规课
堂教学的束缚，营造更加引人入胜的科学课堂，对初中学生科学学习兴
趣的培养，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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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抱怨，孩子对读书毫无兴趣，却对游戏无
师自通，情有独钟，有些甚至废一个寒假的时间做调查：亲自体
验网络游戏，上网查询资料，咨询心理学教师，找沉迷于网络游
戏的学生、亲戚谈心……经过一系列分析，我认为：迷恋的基础
是“需要”， 网络游戏正是抓住了青少年这方面的心理特征，为
他们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欲望，从而使部分
青少年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是否可以从网游中借鉴一些能够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亮点，
运用到教学中，使学生学的更加有趣，更加轻松呢？本文从网游
中得到启发，结合初中学生心理学特点及大量课堂操作实例，力
图克服常规课堂教学的束缚，营造更加引人入胜的科学课堂，对
初中学生科学学习兴趣的培养，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努力从最大
程度的将学生的兴趣从网游中转到学习，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课
堂的主人。 

一、利用网游积分等级，在课堂中建立游戏制度 
游戏中设置了一个个难关，根据玩家的等级选择不同的任

务，利用他已有的水平来攻克新的难关。在课堂课外设计游戏积
分制度，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欣喜地发现，原来不喜欢举
手的学生举手积极了；原来不喜欢写作业的同学，对作业态度认
真了；原来随笔的“迟交大户”慢慢地能够及时上交了；并且，
许多学生为了能够多积分，能够“升级”（每一级都有不同的称
号，如“菜鸟”、“少侠”等）每次作业还会找些课外练习都多写
一些呢！学生们的完成作业积极性逐渐调动起来了，有时候我的
作业批改迟了一点，课代表就跑到办公室里催促，说同学们都等
急了，这些甚至超过了我预期的目标。在八（下）化学方程式的
学习中，我在课堂中开展了书写方程式竞赛，让学生对学习过的
方程式进行尝试性配平，设立等级积分制度后，学生的积极性得
到提高，不断地向老师“索取”新题目，就连平时不怎么学习的
李强同学也在那里兴奋地说，“老师，再来一个题目。”，美国心
理学家詹姆斯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
我们还要把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适当地夸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被
不仅如此，并毫不吝惜地加以鼓励，不仅能激发其上进心，也能
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 

二、创设情境、预设“游戏任务”，激发学生学习直接兴趣 
游戏刚开始往往用很华丽的画面和音乐吸引着我们，并且设

置了一些难度较低的任务，让操作者从简单的成功中赢得自信，
进而激发起不断挑战的信心和兴趣。教师更应抓住“趣”，积极
创设各种诱发情境。在教学《月球》教师可利用学生感兴趣的神
话传说嫦娥奔月与科学相质疑而创设情境；关于《光的直线传播》
入童话故事：皮影戏小马过河。在教学《压力与压强》中，教师
从学生兴趣着眼，由身边入手，创设情境，“你们背书包有什么
感觉？”“知道为什么？”“不同书包感觉一样吗？”“你喜欢怎
么样的书包？为什么？”等等。把学生带入感兴趣的话题，引起
他们兴趣，打开思维大门，探寻事物本质，“到底关键在哪里？”。
这样教师有的放矢，主导作用就得以发挥。同时，也会有学生想
“我要做个书包给自己背”，学生更是各抒己见讨论起如何做书
包。随时给学生创设情境，使他们兴趣盎然。由于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教师一方面需要对一些基础知识的传
播和指导，另一方面寻找创设情境，来激发学生探索意向，激发
他们的求知欲望，这样才能展开思维翅膀。正如，赞可夫所说“教
学法一旦触及到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到学生的精神需
要，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 

三、合作探究、实践体验，变兴趣为乐趣 
在游戏的过程中有很多朋友间的合作，在那里通过实践可以

提升自己的经验值。科学课堂中，同样可以通过合作探究来增加
感性认识。主体性的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交流的多边
活动。师生间平等民主合作的交往关系，能使课堂自由开放，更
富有情境性，更利于学生的主动参与。在《科学（7~9）课程标
准》指出，在科学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注重创设学习科学情境，激发好奇心与求知欲，是学生在探究过
程中体念学习科学的乐趣。教师在合作探究中要安排具有选择和
挑战性的内容和问题，同时要鼓励学生向困难挑战，以此来营造
学习气氛。合作、探究不仅创造了一个宽松舒适的学习环境，更
给予了每一位学生自我表现的空间，有时“英雄所见略同”更是
倍增效益，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教师
要尊重学生的探索和创造精神，勿拘泥于定论和教条；切忌反复
给学生以失败的刺激，要让学生体念到成功的喜悦。学生更会积
极展开思维，找理由、寻依据、谈看法，在相互激励中升华。 

四、表扬激励、合理评价，由乐趣走向志趣 
在游戏中，我们会看到每当成功的时候就会出现“well done，

very good”之类的词语，失败的时候会出现“play  again”之类
的鼓励。无论成功失败会给予正确的评价，这是继激发兴趣后保
持亢奋的重要手段。 

学生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自尊心的，正在发展中的人，因
此充分尊重学生，适时给予学生鼓励，无疑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
积极的影响。所罗门有句谚语：“那种在合适环境中讲的话，如
同在银盘子里放上一些金苹果那样恰到好处。”的确，在课堂教
学中，面向全体不同层次学生，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科学学习
的环境。以合适问题，抓住机会让不同层次学生都得以表现，同
时给予表扬，让落后生得到鼓励。曾经有位学生在小组合作中总
处于观看状态，有一次物体浮沉条件教学中他无意中例举了现实
生活洗黄豆看到的现象，我就抓住这机会及时鼓励他，只要你仔
细观察，勤于参与动手思考，你会比其他同学发现的更多，我相
信你会做的更好。在以后的小组合作中，他表现积极，学习劲头
足了，学习更加兴趣。也带动了其他同学学习的兴趣。 

课堂中往往有学生思绪跳“槽”，教师要加以引导，不能一
味批评。特别在新课程下教学：分组、合作、探究，教师要挖掘
每一位学生的闪光点，时时给予激励，让每一个学生都体验到成
功的喜悦。同时还要不断鼓励学生反省自己的学习活动，探索适
合自己个性的独特而又有效的学习方法。更要在学生成长发展中
诚恳地指出不足，指导其改进的方法和途径。使学生保持着轻松、
愉快、乐观的良好情绪，活跃学生思维，充分发挥学生心理潜力。 

五、复习课经验交流，真正打造属于学生的课堂 
在游戏中经常会有一个经验交流区，由玩家或高手介绍一些

成功小诀窍。在复习课中，教师可通过系统性的总结归纳，对学
生的掌握情况对行摸底梳理，提供一些小诀窍。如在七下讲解物
质三态变化时，书本上给出的是一个三角形的三态变化记忆图
（见图 1），但是很多学生对这个图的记忆存在困难。经过师生
的经验交流和实践，得出图 2 的结构更适合学生初期的记忆，特
别是难理解的吸热和放热（九年级的内容提前出现了），在图 2
中就能直观的看到有序的规律。 

 
 
 
 
 
 
 
 
 
这样的课堂不再是老师主导，而是以学生为本，真正体现属

于学生自己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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