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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新课程和市教育局的要求，要向 45 分钟要质量，而质量是来之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当前不少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由于文

化基础薄弱，心理承受能力差，学生厌学情绪比较普遍。学生对个人前途缺乏信心，严重影响了学习效果。“兴趣是 好的老师.”孔子曰“知

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只有想方设法培养学生学语文的兴趣，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参与课堂活动，才能激发学生强烈的

求知欲；才能真正让学生把语文学好，才能完成教师的使命。因而，我提出了《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兴趣培养策略研究》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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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理论依据 
1.1 叶圣陶教育理论。叶圣陶先生说：“把教师的要求转变成学生的

需要是改变教学的 高境界。”这句话生动而全面地诠释了培养学生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教学中的意义和很生要性。 

1.2 魏书生教育理论。魏书生说：“良好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兴趣

的重要保证。”因此老师要精心设计传授知识的程序，要研究教学方法，

用教学理论指导教学。老师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 

2 研究目标 

2.1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与实践，加强自身的科研意识，提高自己的

教学技能，培养自身探究能力。 

2.2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与实践，从整体上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

学生学习动机，改变我班学生松散的学习态度，提高教学效果，使学生

的各种能力得到应有的提高，成为合格的小学生。 

3 研究内容和假设 

基本内容：分析研究学生学习现状，探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的途径和策略。 

研究假设： 

3.1 基础差的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学习语文的随意性很大。 

3.2 多数学生认为语文学不学考试后的成绩相差不大，而且一般考

试都会及格，只要课后背背就没有问题。 

3.3 学生都爱买资料书，老师布置的作业在资料书上能找到答案，

上课就“照本宣科”了。 

4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课题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课堂为现场，以语文教学

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理论性、实践性、探索性研究。探索符合自己

实际的语文教学新走向。 

4.1 以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探索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规律。目的

是更新教学观念，提高认识，解决学生对语文不在乎的认识问题。 

4.2 努力探索一条扎实、有效、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语文教学新路。

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规律和原则的要求，开展对语文学科教学内容、教

学策略与模式，教学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 的研究与实验，激发学生对语

文教学的学习积极性。 

研究方法以校本教研为主，并根据内容采取有效的科研方法。如调

查法、个案研究法、行动研究等方法。在教学实践中通过个案例反思、

分析研究，提高课题研究的质量。 

5 课题研究的措施与步骤 

5.1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7 年 10 月——2017 年 11 月） 

5.1.1 首先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语文科学习是否感兴

趣情况。 

5.1.2 总结调查情况，整理出学生对语文学习不感兴趣的人数，分

析其不感兴趣的原因，制定激发其对语文学习兴趣的计划方案。 

5.2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7 年 12 月——2018 年 12 月） 

5.2.1 教师改变教学方式，“以生为本”，优化新课导入情境的设置

和注重对学生课前预习方法的指导。 

5.2.2 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在授课语言方面多一些幽默、诙谐、生

动、亲切，可增进师生之间的情感。 

5.2.3 教师灵活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直观形象，易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5.2.4 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能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5.2.4.1 在班上开展了课前 3 分钟的风采展 

针对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每节语文课前，都开展一些小活动。如

该班学生多数胆小，不善言谈，我便开展课前 3 分钟的讲故事、开心三

分钟（可讲幽默、笑话等）、成语接龙等活动。如该班学生作文基础差，

不喜欢写作，我便开展美文欣赏、说说新鲜事等活动。每节语文课前按

学号让一名学生上台“表演”3 分钟，别的学生用 2 分钟针对该生的“表演”
进行评价。这样，不但训练了学生的口才和胆子，也锻炼了学生的分析

能力、归纳能力，从而激发了学生学语文的兴趣。 

5.2.4.2 我开展了阶段性的班级竞赛活动 

针对学生阶段性的表现，在班内有目的地开展阶段性的比赛。如一

月一次诗歌朗诵比赛、作文比赛、辩论赛、语文基础知识比赛、公共日

记交流等形式的活动。 

5.2.4.3 在班上创建文学社。每月出版一期手抄报，在报上首页刊

登该班学生的优秀作文；每天晚自习前有“新闻日播”。 

5.2.5 走上讲堂过一把“教师瘾”，让学生真正去读懂教材，并把自

己从中获取的知识告诉给别的同学；在课堂上也让别的同学发表不同的

意见和看法。真正体现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 

5.3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19 年 1 月——2019 年 3 月） 

5.3.1 完成实验材料的分类整理。 

5.3.2 回顾整个课题实施阶段，写出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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