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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提高初中语文教学的趣味性 
◆戴红梅 

（湖北省巴东县茶店子镇民族初级中学  444315） 

 
摘要：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以

往单一落后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必须要进行改变，应该坚持以学生为教学

主体，在教学中融入更多趣味元素，才能引导学生充满兴趣的参与学习，

确保 终的教学质量。为此，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巧妙设计导

入，注重开展课堂互动活动,加强民主教学，还要组织丰富的课内外活动，

这都有助于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强化语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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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为初中语文教师课堂教学思路

的及时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何利用趣味性的教学方法，充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创新思维，为学生开拓出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学生在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中养成端正的
学习态度与良好的学习习惯，成功开创教学的全新格局，是教师
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只有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引导学生充满兴
趣的参与到学习中，才能真正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并且使学生
产生热爱学习语文的积极情感。 

一、巧妙设计导入，营造良好教学氛围 
氛围对于情感的倾诉和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个情

感表达的突破口。这一点，对于语文学习也同样适用，在语文教
学中，设计导入营造氛围是 可取也是 便捷的方法，通过课程
导入勾起学生情感，以此来达到教学的目的[1]。比如在统编版初
中语文朱自清的《背影》一文中，教师就可以以画画作为导入，
要求学生画出自己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并阐述画的寓意，一千个
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何况这还是不同的人，学生的画
像自然也是各不相同。再根据学生的画像来引入背影一题，父亲
的背影又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就有了一层一层的画像，通过画
像来引导学生认识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感情。通过画像这一活动
导入来营造情感氛围，帮助学生更好的体会到作者在这篇文章中
赋予的感情，使学生对文章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能更好的投入学
习。 

二、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合理设计课堂互动活动 
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对初中语文教师教学思路的多元化转

变起到了严重的制约影响。部分教师仍旧采用“填鸭式”“灌输
式”指导方法，要求学生被动的参与学习，过分忽略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丧失，学习积极性也随之下降。
这种形式的课堂教学是无效的，并对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起到了很
大程度的不良影响，语文课堂教学质量低，教学效果始终不尽人
意。想要改善上述现状，我们必须明确认识时代创新教育的根本
要求，巧妙融合趣味教育理念，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主动
投身于知识的海洋，确保教学质量的同时优化课堂结构，学生体
会到学习的 大乐趣，初中教育改革成果才会更加显著[2]。教师
要结合教学内容，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给学生设计一些具有趣
味性的课堂互动活动。比如在《皇帝的新装》这篇课文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课文的内容组合成自由的小组，在了解课文
的基础上进行分角色表演。小组成员可以互动交流，有人扮演皇
帝，有人扮演大臣，有人扮演小孩。童话故事扮演的形式能消除
语文教学课堂中枯燥无味的现象，能丰富课堂的内容和形式，使
学生愿意学习语文知识，使学生在创设的教学情景中感受到语文
学习的无穷趣味性。 

三、加强民主教学，创设乐于探究的教学情景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把自己当

作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固有需要，这种需要在中学生精神
世界中尤为重要。”初中生不同小学，在他们内心深处已经有比
较清晰的民主意识，传统教学中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已经不
能适应现代教学。在实施中学语文新课标的过程中，教师要抓住
中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的特点，加强民主教学，创设学生乐于探究
的教学情景，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创造思维。“创造来自情

景的激发”，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能适时地创设教学情景，不
仅能有效地解决课文重难点，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3]。
例如在讲完课文《孔乙己》后，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
作意图，我创设了辩论探究的教学情景，设置了“孔乙己值不值
得同情”的辩论主题。于是在教学时分正反两方进行了辩论：正
方――“值得同情”；反方――“不值得同情”。不说辩论的结果，
单就辩论的过程而言，学生群情激奋，忙着找（依据）、抢着说
（道理），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整个辩论过程，都是学生积极思
维、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体验到了“发现”的喜
悦：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既有自身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又获
得了理解的成果：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和病态社会的冷酷。因此
可以说，直观性教学法体现了学生的认识规律。充分利用直观教
学手段可以使许多沉闷的课堂教学活泼起来，也可以大大提高数
学教学效果。 

四、组织丰富的课内外活动，拓展教学空间 
处在青春期的学生，天性活泼，爱玩是他们的天性，此时语

文教学的趣味性和课外的实践活动的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
在课文《春》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课余或者自习时间组织学
生去野外郊游，让学生可以在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时体会春天的美
丽，通过自身的感受进而与课文内容在情感上达成共鸣，帮助学
生对课文更加轻松的理解，这样很容易就会引起学生学习的兴
趣。除了类似的课外活动之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初中生的心理特
点，开展一系列丰富的语文课堂活动，例如话剧表演、朗诵比赛
等形式，通过这些与课程相关的活动的开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语文学科对于学生的吸引力[4]。 

结语 
总之，初中语文课堂的趣味开发是非常关键的，而且不同于

小学与高中，因为初中阶段是一个知识、情感的分水岭，所以要
想让初中生发自肺腑的喜欢上语文，任重而道远。初中语文教师
要在实践教学中不断的创新和探索，运用更多趣味性的教学方
式，始终围绕学生进行教学设计，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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