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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兴趣是爱好的前提与基础，唯有产生了兴趣，才会愿意心甘情愿的为之付出，才会化兴趣为学习的力量，不满足课堂教师讲解的内

容，自主学习，不断进步。兴趣是学习的不竭动力。语文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是各科的基础，同时，语文还是生活的重要基础，在人们的世

界观、人生观、审美鉴赏能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语文学科的学习兴趣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就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如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展开分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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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对于个人而言，它指的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

种知识的心理特征，通过这种，心理特征，可以形成一种探究的内驱力，

因此是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与情绪状态。直接学习兴趣与间接学习兴趣

是其两种不同形式。通常只有学生对某一学科有了兴趣，才会产生好奇

心，想要进一步了解、钻研它，从而达到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语文作

为一门基础学科，其教学的手段和目的都离不开语言文化，文化具有多

彩性和多样性，语文课堂及教材作为小学生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就要

求其内容有广度，拓宽学生的认知，进而形成一种探究的内驱力，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 

2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学习兴趣的发展过程 

在语文课堂中，学习兴趣的发生、发展过程，始于“有趣”，浓于“兴

趣”，高级形式是“志趣”。 

2.1 有趣——学习兴趣的初级形式 

实践表明，“探究”精神对人类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看到一只

小黄鸭，小朋友就想去戳戳它、碰碰它、闻闻它。大干世界在孩子眼里

是那么的新奇有趣，值得探究。语文课堂的内容、形式有趣，就更容易

获得学生注意力，并在探究精神的激励下发展，形成学习兴趣。 

2.2 兴趣——学习兴趣的中级形式 

学生对于基础知识掌握的多少，关系到学习兴趣的高低，处在中度

及以上掌握程度的学生学习兴趣普遍高于对知识一无所知的学生。那些

想知道而又不知道，在认知中仿佛触手可及的东西 能激起学习兴趣。

想要知道原委的欲望越强烈，就越会激发学生去了解、探究从而形成兴

趣。语文课堂让学生产生了学习兴趣，有了求知欲，那么孜孜不倦的学

习劲头就自然而生了，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2.3 志趣——学习兴趣的高级形式 

当学习兴趣深入下去并在过程中与长远规划相结合时，专一的兴趣

就可能在不断地探索中愈发深入，完成飞跃，变为志趣。语文课堂中，

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对榜样人物的解读，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形成志趣，帮助其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 

3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策略 

3.1 用有趣吸引学生注意力 

基于学习兴趣的特性及其发生发展过程，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有趣

应成为重要突破点，教师要从“有趣”着手，从而获得学生的注意力。

例如，通过有趣的问题进行引导，学生在思考、回答的一系列过程中，

好奇心大增，每个学生都在急切地等待教师讲解，注意力达到高度集中。

这时教师再开始进行新课的讲授，教学成效无疑会大幅度提升，同时促

进学生思考能力提升。 

3.2 以有趣为导向，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3.2.1 注重课程导入。动听的音乐、形象的图画、激情的朗读、有

趣的视频都是语文课堂导入的方式。在多种多样的方式中合理选择教学

方式，充分利用声音、色彩等元素，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学习知

识时全神贯注，同时使学生感受到课堂生动有趣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使课堂效率不断提高。 

3.2.2 活跃课堂氛围。改进传统教师教、学生学的填鸭式机械沉闷

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让学生了解

到新而有趣的内容。 

3.2.3 体验式教学法。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在新奇并有一定难度

的课堂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到《我不能失信》时，教师可

以组织同学们分角色扮演宋庆龄、父亲、母亲等，通过演绎的方式呈现这

一课本内容，让同学们直观感受事件的发展，学习到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 

3.3 立足求知欲激发学习兴趣 

落实到语文课堂中，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善于对学生进行设问。同

时，对于问题的设置要小而具体、难度适中，设置那些学生想知道而又

不知道的问题，避免过于宽泛、晦涩。 

3.4 兴趣飞跃，形成志趣 

小学生对于教师的依恋、崇拜心理是普遍存在的，作为人文学科的

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中，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对于在

语文课堂中学生提出的与成人思维不符或认为没有意义的问题，要耐心、

认真对待，助力学生的探究、深入挖掘精神，从而达到志趣的飞跃。有

了志趣的反哺，学习兴趣的长期保持就无须担忧了。 

4 结束语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对于学习兴趣的培养也应该从小抓起才能为今

后的学习夯实基础。小学是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启蒙阶段，在小学语文

课堂这一常见的主要的载体中，运用合理方法与手段，不断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进一步助力其发展为志趣，是当代小学语文教师的应有之

义，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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