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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重要的阶段，然而由于学生的年纪特点，使得很难长时间将精力汇聚于一处，在这种情

况下，就致使部分学生的小学语文学习不尽如意，而教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直以来都尝试采取一些办法，来点燃学生的兴致，基于此，

本文就以小学语文教学为出发点，分别从信息化手段、课堂导入方式、师生关系、学习实际状况以及阅读习惯这五个层次探究激起学生兴趣

的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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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这些年，随着新课标的推行，教师的授课方式也有所改变，更

加注重学生素养的培育，也明晰了将学生当作授课主体的关键意义。小

学语文作为学生在小学时期的重要科目，由于学生好动、贪玩的特性，

导致部分教师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提升授课成果以及效率，为了有效的

扭转这种形势，就需要教师革新陈旧的授课观念，从激起学生兴致入手，

帮助学生寻找到学习语文的乐趣，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好的提升小学生的

语文素养，下文将做出简要论述。 

1 采取信息化的手段来开展语文授课 

科技水准在进步，各种信息化的设备也走进了校园，被运用在了授

课之中，不单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率，同时还能够优化教学的品质，

继而更好的点燃学生兴致。因此，在小学语文科目之中，教师应该运用

信息化的设备，来丰富授课活动，为学生们创建出优质的语文学习气氛，

帮助学生更加迅速的融入到课堂之中。例如，教师在教授“记金华的双

龙洞”这一文章期间，便可以运用投影设施，并且在网络上寻找一些浙

江雁北山双龙洞的影像片段，以及图片，然后在授课过程中，伴随课文

的深入，适时的播放素材，向学生展示，如此一来，通过这种形式构建

出的情境，便可以让学生拥有一种身入其境的感觉，此时，教师还应该

引领学生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进一步激起学生的兴趣。现阶段，这也

是较为有效的，并且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段。 

2 加强课堂的导入，吸引学生注意力 

在授课刚开始的阶段，由于刚刚经历了课间的调整，小学生很难立

即就将注意力汇聚在课堂之中，因此，教师还应当从课堂的导入着手，

采取相应的办法，从一开始就让学生充满兴趣，这样本堂授课活动就已

经成功了一半。例如，可以采取演绎的方式，来快速的吸引学生注意力，

在教授“景阳冈”这一文章时，教师可以先寻找几名学生，表演一小段

课文内容，以此来诱发学生的主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不论是台上表演

的学生，还是台下的学生，都能够将注意力重新汇集在课堂之中，同时

还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有趣之处，继而培育出学生的兴趣。此外，

采取悬疑的方式，也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比如，在教授“草船借箭”

这篇课文时，教授便可以在课堂伊始，就为学生设置悬念，告知学生：

“诸葛亮想要向对手借箭，你们觉得他可以借的到吗？”从而让学生带着

疑问去学习，这也是课堂导入的常见手段之一。 

3 创建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和谐关系 

小学时期的学生，正是身心成长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刚进入小学的

学生，这一特性更加明显，其会对所有之前没遇到过的事物，都展现出

极强的好奇感，因此，教师便可以抓住这一点，依据学生的年纪特性，

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创建出二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提升授课的效果，

培育学生的兴致，让学生可以更好的了解语文、学习语文，教师可以着

重选择一些课文作为切入点，例如，在教授“端午粽”这部分内容时，

便可以在正式授课之前，与学生们探讨一下自己家的端午节都是如何度

过的，会不会与家长一起来包粽子等等，然后教师也可以谈一谈自己印

象中小时候的端午节，由于低年级的学生都会有向师性，因此便会十分

感兴趣，同时，借助这种方式，也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 

4 注重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 

尽管小学时期的学生刚接触到系统的学习，但是其个体之间也是存

有差异的，一些学生领悟能力较强，很容易就可以接收到教师的授课内

容，但是，也有部分学生反应能力较慢，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知识，而

这部分学生的兴致培育，更是重中之重，一旦教师出现怠慢心理，那么

这些学生便会感觉到语文学习好难，继而失去兴趣，时间一久，便会恶

性循环，因此教师务必要注重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例如，在授课期间，

可以挑选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向基础稍差的学生提问，在学生回答出

答案之后，教师需要马上予以赞许，帮助这部分学生树立自信，如此一

来，自然就会激起其语文学习的兴趣。 

5 培育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阅读是语文重点的构成部分，这一点对于小学语文也不例外，因此

在激发学生兴致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培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

学生愿意去主动的读书，这也是一种语文素养的展现。而且阅读习惯与

语文学习兴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学生热爱上阅读之后，

其自然也就对语文学习充满了兴致，因此，教师需要明晰这一点。例如，

在教授“小英雄雨来”这篇课文后，由于课本中的文章都是节选，所以

教师便可以布置课后的作业，让其通过课外书来读完这篇课文，久而久

之，便会培育出阅读习惯。 

6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小学生来说，要想更好的提升其语文学习的成果，

保证授课的效率，那么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致就是主要的方法，特别是在

当前新课程改革已经落地的大环境下，教师更加应该注重这一点，继而

转换自身的思维观念，寻找突破口，让学生找到学习语文的快乐，尊重

学生之间的差异，与学生增加沟通频次，唯有如此，才可以真正的达到

激起学生兴趣的目的，进一步培育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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