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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老子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入题点，引出“授之以渔，不如授以‘欲’”的

观点。阐述了在现阶段的教育中应以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为重点，文中以新型教育的理论和身边事

例等来说明这一观点，并且列举出了各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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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Learning Interest about Education 
Innovation 

Lihua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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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Lao Tzu’s “It is better to teach him how to fish than to give him fish”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raws the point of view that “It’s better to teach him the desire of fishing than to teach him how to 

fish.” It states that the current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article 

uses new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examples around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of view, and lists various method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ir attention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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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我

国伟大思想家老子的教学观念，他主张

不能一味地传授他人知识，更重要的是

要传授他人获取知识的方法，这一经典

而伟大的教育理念被我们一直沿用至

今。然而，在现如今这个信息高速发达

的社会，对学生，尤其是小学的学生而

言，他们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新鲜

事物的接受程度比之若干年前提升了许

多倍，同时，在孩子眼中，任何一种事

物似乎都比学习更让他们感兴趣。那么，

如何能让学生更好的，更踏实的获取知

识呢？无疑就是让学生首先对学习产生

兴趣。所以，我更认为授之以渔，不如

授之以“欲”！ 

1 挖掘兴趣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除了平时上课之外，课间和午休甚至放

学以后都要和学生们在一起，其目的我

认为不仅仅是辅导知识和照顾他们生活

上面的琐事，更重要的是要发掘一些学

生平时在课堂上不容易表现出来的想

法，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候，学生才是真

正的无拘无束，我可以站在孩子的角度

与他们聊天，融入到他们的话题当中去，

有时候，我会发现平时连几个简单汉字

都经常记错的学生，对自己喜爱的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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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内容，甚至里面那些非常绕嘴的卡通

人物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

所以我意识到，没有笨学生，对于学生

而言，学习兴趣才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如果没有它的陪伴，即便是花费再多的

时间，消耗再多的经历也是无济于事的。

反言之，如果带着“兴趣”去学习，不

仅快速地汲取知识，而且对所学知识的

创造性和拓展性都有着积极的帮助。但

是，大多数孩子天生只对电视、手机、

游戏等娱乐活动感兴趣，如何让学生对

学习产生兴趣，这就要要求教师充分的

挖掘，找到 启学生学习兴趣的“钥匙”，

只要找到这把“钥匙”，无论是学习或是

其他方面，学生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记得有一次我在讲授语文学习园地的时

候，发现有一个学生在非常“认真”地

看着教科书，却没有看黑板，当我走过

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学生看得课文还是没

有讲到的《乌鸦喝水》，当我问到他为什

么没有听老师讲课，而是看后面课文的

时候，学生告诉我说他觉得那篇课文非

常有意思，所以没有忍住就在上课的时

候看了。这件事情就让我明白了，或许

有的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但是他必定

对其中的一篇文章特别喜欢。我就可以

从这篇文章入手，努力把它吃透，并逐

渐把与之相关联的文章以外的东西了解

一下，如此顺藤摸瓜，逐渐把这些他们

感兴趣的东西教给学生。其次，顺着入

趣点，拓展学生的发散思维。找到了学

习的入趣点，学生就会发现他以前所讨

厌的东西其实很有意思。不仅增加了兴

趣，还学到了知识。 

2 创造兴趣 

从学生的兴趣入手，激发起学生学

习的欲望，我认为是让学生快速且有效

地获取知识的不二法门。其实，对于我

们教师而言，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仅是

被“发现”的，同时也是可以被“创造”

的。举个例子，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

平时上课听讲很好，但是 害怕的就是

默写汉字，每一次默写他错的都是 多

的，尤其是“游”字，几乎每次默写都

写不对，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

一次我突发奇想，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水池（氵），形状是方地（方），

里面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小孩子

（子）。我就这样边写边对他说：“你看，

把这几句话连起来就是这个“游”字了。

我的学生听完了我讲的这几句话以后很

惊讶，过了一会，他对我说：“老师，我

记住了，真的记住了，再也忘不了了！”

看着他天真地欢笑，我的心里也是充满

了喜悦的。正如他所说的一样，以后他

再也没有写错过“游”这个字，不仅如

此，其他的字也极少写错，他说从那以

后，一遇到不好记住的字就自己编一个

小故事，这样很容易就记住了，而且现

在越来越喜欢这种方法了。其实这种把

文字图像化的记忆方法是记忆术的一

种，是以联想作为一种手段，将需要记

忆的东西做比较夸张、容易引起自己注

意、并不讲究合理与否的记忆方法。对

小学生而言，在 始的时候教师可以根

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学生在自己感

兴趣的范围之内创造出一幅图画或者一

个故事，从而要学习记忆的内容“兴趣

化”，把要学习的内容转化成为学生一种

新的兴趣爱好，从而调动学生的求知欲

望，这样的一来，对知识的吸收是事半

功倍的。 

3 培养兴趣 

除此之外，利用新颖的命题和孩子

的好胜心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也是非

常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得到表扬，被认可，希望在各种各样的

“竞争”中获得胜利，因为我们都有一

颗好胜的心。作为教师，我们要循循善

诱，培养孩子良好健康的好胜心。在平

时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奖励结合

鼓励的方法，在奖励优秀学生的同时鼓

励其他的学生，告诉他们只要你们努力

的话，一定可以成功的。记得小时候，

我的体育成绩不是很好，经常被别的同

学嘲笑，以至于到 后因为我的自卑便

和同学产生了矛盾。我的父亲得知这一

情况后告诉我胜败乃兵家常事，要冲失

败中找原因。一时的得失算不上什么，

如果我希望在某些事情上被认可、被肯

定，就要付出努力。这一席话激发了我

的好胜心，从那天 始，我每天早晨

始锻炼，不断地超越自己，终于在下学

期的长跑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同

时这个良好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这就

是好胜心带给我的动力。同样，在孩子

的生活和学习中，适当地激发孩子的好

胜心，可以增强孩子前进的动力，把自

己的潜力发挥出来。但是，孩子的好胜

心及参与竞争的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通过培养和锻炼获得的。教师

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创设一些合理的竞

争环境。平时，可以鼓励孩子和同学一

起游戏、学习，并有意识地运用比赛的

形式让他们比高低、赛胜负。如比一比

谁英语单词记得多、谁算术算得快、谁

的字写得好等。在这些简单、轻松的小

竞赛中逐渐激励孩子的好胜心和竞争意

识。在利用孩子的好胜心来激发他们的

学习欲望的同时，教师要正确引导孩子

的好胜心还需要注意几个方面，首先，

好胜的对象应该为本人，为不是把某一

个人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竞争取得胜

利的关键在于自身的水平，而要提高自

身水平，归根结底还是要超目前自己的

状态。当然，要进步就要设定学习的对

象和榜样，和榜样之间的横向比较是用

来发掘自己本身的不足点，但是无论怎

样横向比较， 终还要以提升自己本身

的水平为目标的。否则，仅仅是把超过

某一人作为目标，不但不能很好地提高

自己的水平，久而久之还会造成嫉妒的

心理。其次，好胜得“胜”，是指在某一

件事情上比其他人做得更加优秀些，仅

仅如此而已，因为人都是平等的，不能

奢望自己整体上高人一等，举例来说，

语文不如别的同学，但数学可能比其他

同学要优秀些，接下来要在保持数学优

秀的前提下，选择一个学习的目标，然

后努力提升自己的语文水平，不能认为

整个人都比其他的人要好。也就是说，

所谓胜负，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的。这

样的“好胜”和“竞争”就不容易造成

某些孩子的妄自尊大和另一些孩子的自

卑，相对而言比较健康。如果对孩子某

次考试成绩的高低和某次比赛的输赢太

在意，必须分出个“好生”和“差生”，

这种竞争的结果就会涉及到孩子整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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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状态，于是一下子就把孩子的注意

力从事情的比赛转移到人的位置上去

了。 后一点是敢于面对失败，在竞争

中，孩子难免会遭到失败，受到打击。

这时，教师千万不能责备或者训斥，这

样会打击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反而削减

其对学习的兴趣，适得其反。教师应当

引导孩子从竞争中发现自己的进步和长

处，并总结没有进步方面的原因，以便

再接再厉，使他懂得竞争既是展示自己

的力量，也是检验自己的不足，其目的

是求得进步。 

同时，孩子的好奇心同样也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前面已经谈到过，

部分学生对学习都不是很感兴趣，甚至

有一种“敌意”，因为学生会认为学习剥

夺了他们玩耍的时间，而“玩”又是小

学生的天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

数学生都喜欢上体育课的原因了。而所

谓孩子的好奇心是指他们看到了自己想

做而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从而产生一

探究竟的心理。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

对数学十分的头疼，也不感兴趣，有一

次课间和数学老师聊天，老师出了一道

题，是用一个5L的量杯和一个3L的量杯

精确地取出4L水。当时我感觉这是根本

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老师坚持说绝对没

有问题，这一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

全神贯注地看着，只见老师把5L的量杯

装满水，然后再倒入3L的水杯中，接着

把3L的量杯里面的水清空，把5L量杯里

面剩下2L再次倒入3L的量杯中，这时3L

的量杯里面有2L的水，5L的量杯是空的，

只见老师再次把5L的量杯装满水，轻轻

地把3L的量杯里面剩下的1L空间装满，

这时5L的量杯中就正正好好的剩下了4L

水了。当时我看的是目瞪口呆，似乎老

师完成了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从此以后我便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成绩

也随之上升了。 

在我们的身边，总是有这样一种人，

总是对身边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对一个问题总是要刨根问底，并能举一

反三地提出其他的问题并予以解决，而

他们无疑是优秀的。其实，从我们出生

以来，对任何事情都保有着好奇心，也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学习速度是 快

的。但是随着我们逐渐地逐渐地长大，

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好奇心也逐渐地

淡化。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发

现身边事物有趣的一面，保持学生对这

个世界的好奇心，充分发掘学习中的兴

趣所在，让学生对未知的事物永远保持

着探索的精神。 

4 结束语 

由此可见，对于学生，尤其是小学

生而言，培养兴趣及激发求学的欲望是

快速提升学生学习成绩以及教师教学

质量的必由之路，所以，作为教师而言，

在“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授之以欲”，如何引导学

生对学习产生兴趣，真正从“要我学”

转变成“我要学”，才是教育学生的关

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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