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探索 

浅谈中职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陈  玉 

（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摘要：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厌学情绪，上课睡觉，

玩手机游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是学生对教学内容不

感兴趣，缺乏学习的动力。怎样从学生入手，改进学生管理方式，提高
学习兴趣，已成为当前职教工作者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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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下，职业教育迅猛发
展的同时，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如何改进学生管
理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是我们中职学校必须面临的问题。
下面我将以自己在教学中的一点体会来谈谈中职学校学生学习
兴趣的培养。 

一、明确学习目的、树立信心是培养学习兴趣的前提 
中职学生在初中阶段，文化课基础差，有的甚至思想品德差，

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将来升学无望，处于一种自卑、不自信的心
理状态，只是迫于家庭压力才到中等职业学校混一张文凭（“混
年龄大点、不出事就行”—家长原话）。这样的思想状态，必然
导致他们上课无精打采，对学习缺乏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要善于调动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学生探索知识的内在动力。
根据中职生的特点，我经常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性教育，组
织观看《大国工匠》专题片，让学生懂得虽然自己文化基础课差
了一点，但只要在现阶段通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获得
一技之长，将来同样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学生树立起一定
的专业意识，增强学习信心，这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 

二、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教育家第斯多惠：“教育的奥秘不在传授而在激励、唤起和

鼓舞。”学生的学习活动只有在不断激励与巩固中才能实现良性
运行。学习兴趣一旦产生，就会使人对某种事物予以优先注意，
进而对它产生兴趣。培养学习兴趣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手段： 

1、及时抓住学生的优点，对其进行强化，促使学生成功 
很多中职生的弱点在某时期处于一种不恰当的强化气氛中，

不仅影响了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消磨了斗志，甚至是推毁了自
信心。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他们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
因此便一蹶不振。教师应以他们的好奇、感兴趣为契机，激发他
们的动手操作的兴趣，挖掘潜在优势，将弱点变成优点，并着意
在教育的过程中打造学生专心致志、勤奋刻苦的品质，使学生的
优点不断得到强化和迁移。同时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处理，降低难
度，増加实例，把抽象的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以增强感性认
识。 

当然不可否认，学生的个体差异是个不争的事实。教师应当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关注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只要有进
步、有效果的学习，即使成绩再差的学生，老师也要不断加以肯
定和表扬。由于在传统的教学中，有太多的“趋同”现象---老
师要求所有学生运用同样的学习条件，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学习
速度来掌握同样的学习内容并要求学生们达到同样的学习效果！
这种做法导致有些学¬生“吃不饱”，有的“吃不了”，有的则根
本不知从何“下口”。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差异的“异步性”，使
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使暂时落后的学生成绩有相对的提高，同
时也有机会得到老师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指导。 

2、采用激励机制，激发兴趣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认为：一个没有受过激励的人仅能发挥

其能力的 20％－30％；而当他受过激励后，其能力可以发挥 80％
－90％。这就是说，同样一个人，在通过充分激励后所发挥的作
用相当于激励前的 3 一 4 倍，由此可见激励的存在至关重要，尤
其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任何学生都需要不断地被激励，才能巩
固固已有的知识。 

兴趣可分为消极的兴趣和积极的兴趣两种，消极兴趣只是局
限于对感兴趣的事物的知觉，表现为被动学习；而积极的兴趣，
使人为掌握感兴趣的事物而见诸行动，成为发展能力的一种推动

力，表现为主动学习。采用激励机制，强化竞争意识，可以激发
学习兴趣，求知的浓厚情绪和情感就能进一步发挥。 

3、利用课外活动，提高学习兴趣，增强自信 
试图利用短短的 45 分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当然是远远不够

的，教师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这个广阔天地来开展各种各样的课
外活动，这样既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意
识，提高学习兴趣。 

在课外活动中让学生建立正确的自我概念。个人是否相信自
己的能力对其学习、研究等智力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不太
相信自己的学生很难建立正确、积极的自我概念。而良好的自我
概念会使一个人充满自信，勇于奋进，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自
我肯定是学生从小能够勇于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的力量源泉。这
种健康的心理品质也正是一个人成才的基础。让学生知道那些由
于对自己没有一个积极的认识而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人终将被
时代抛弃；只有那些充满自信，能正视自己的人才能把握时机，
勇于迎接挑战，开创美好未来。 

4、通过自主学习，升华学习兴趣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师和学生是教育活动中的两个基本要

素。学生虽然是受教育者，但应不完全是被动接受教育，应该具
有主观能动性，教育的影响必须通过学生的主动积极性オ能达到
预期效果。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应着眼于教会学生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所有活动都能够充分引起学生学习兴
趣。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经自主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学生对
学习的态度则会完全改变。在各类课堂上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
者，学生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更
不再是专制的监控者，而是循循善诱的引导者；学生不再以死记
硬背的方式来获得知识，而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探寻者；在完成
学习任务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时，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受评者，
而是经验教训的接收者。在学习的整个过程的主角不再是教师，
而是学生。虽然师生地位发生了改变，但这些改变都注重学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即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在学习的过程
中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 

总之，只要我们教师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善于创设情境，
因材施教，遵循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在教学目标和
教学内容上求实、求新，在教学方法上求活，理论联系实际，采
用多种形式就一定能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的思维
能力、动手能力，使中职学生同样乐于学习、善于学习。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师的职业特点与教师专业化》《教师教育研

究》2004 年 11 期 
 
作者简介：陈玉，女，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车辆工程系，

高级讲师，主要从事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理论课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