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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打造充满趣味、生动灵活的语文课堂已成为广大语文教育者的共识。构建充满趣味的语文课堂，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也是众多语文不断追求和探索的目标。笔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就如何打造让初中生感兴趣的语文提出几

点浅薄的意见，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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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一门相对枯燥的学科。由于初中生学习任务较重，学习较为

辛苦，所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初中语文

教师应当立足初中生学习实际，从他们的心理特点和内在需求入手，精

心设计教学环节，构建充满趣味的语文课堂，以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

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从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1 引趣式开端，为高效教学打下基础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倘若，语文教师在教学一开

始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情感，这样一来，语

文教学就成了“催眠曲”。所以，语文教师要注重“教学开端”的设计，

设置一个充满趣味的开头，率先达到“先声夺人”的教学效果，从而使

教学在一开始，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就能让学生带着积极的心态参

与到语文活动当中去。 

2 现代信息技术，让语文教学更生动 

语文教学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性，也造就了其不可规避的枯燥性。笔

者一直在探寻“中和”枯燥性的教学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设备引入校园。多媒体集文字、数字、图片、影像以

及投影仪等多种元素为一体，实现多媒体技术与初中语文的有机结合，

能够转变传统语文教学以眼耳为唯一接收方式的弊端，大大扩宽了学生

的认知空间，也同样提高了语文知识的可接受性。所以，语文教师要善

于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多维度教学优势，利用信息技术打造声色并茂、

趣味横生的语文课堂。例如，在教学《斑羚飞渡》一文，为了让学生能

够加深理解斑羚敢于牺牲自身去挽救同族的壮举，在带领学生阅读的时

候，笔者还给学生播放了一段 Flash 动画。此外，为了加深学生的感悟，

笔者还给学生播放了动画片《蚂蚁遇火自救》和《泰坦尼克号》中沉船

的片段，通过利用多媒体播放影视片段，进行情景渲染，从而帮助学生

更深入的了解斑羚飞渡的自我牺牲精神。总之，多媒体这种图文并茂、

动静结合、直观生动地教学方式，对于“中和”语文教学枯燥性有重要

的影响。一改传统单一、枯燥这种教学模式，用精美的图片、影像以及

视频代替了苦口婆心、机械式地反复讲解，学生更喜欢利用多媒体进行

学习认知，不仅能快速捕捉学生的注意力，也有效提高了语文教学效率。 

3 课本剧再现教学情景，构建新颖语文课堂 

传统初中语文教学课堂上，部分教师为了快速完成教学任务，以“单

向式”“一刀切”等传统教学模式为主。机械式地带领学生进行记忆和背

诵。导致学生逐步对语文学习产生抵触心理。这种课堂过于落后、枯燥。

如何打造新颖和充满趣味的课堂一直是笔者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

初中语文课堂上开展课本剧，既能构建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学生在扮

演角色的过程中，也能感同身受，更直观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绪。所

以，语文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开展课本剧，生动再现相关教学情境，从

而深化学生认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开展课

本剧表演，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做的就是，挑选一篇文章，随后，

带领学生有感情地反复朗读，细致体会文章所传达的思想感情。诵读是

一种体会文章情感的有效方式。生活中有“换位思考”一说法，而诵读

的作用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重视诵读，

发挥其应有的教学优势。可以像电视中演戏一样扮演课文中的角色，在

诵读的时候，引导学生将自己想象成课文人物所处的位置。这样，不仅

有效将教学内容形成表象，也增强了学生的理解。这时，学生就会产生

一种思维错觉，认为课本中的“事”就是自己做的，课本中发生的故事

就是自己实际经历的。有效搭建了学生与作者情感沟通的桥梁，更便于

学生深刻体会和感悟课文所传的内涵，这也为过更好地表演课本剧奠定

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笔者要求学生分组演绎《皇帝的新装》，学生通过课本

剧表演，更直观感受到皇帝的愚昧、大臣的趋炎附势以及骗子的奸诈无

耻。这种感同深受的教学方式，有趣味、有滋味，不仅能保证学生更深

入的了解文本思想，也让学生在一说一笑、一玩一闹中感受到语文独特

的魅力，这也达到了教学另一境界——寓教于乐。 

4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一石激起千层浪 

鲍波尔曾经说过：“正是问题激发着我们去发现、去思考、去实

践……”问题是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学生进行积极

思考的关键。多年教学实践，笔者发现，一篇文章，或多或少，都会存

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点”，而这些点正是学生感兴趣的“点”、所以，

教师要善于抓住这些关键点，从文章的关键字词、句子以及段落入手，

启发学生的只会。 

总之，打造让初中生感兴趣语文课堂的方法多种多样，绝不止上述

几种，以上仅是笔者的粗鄙见解，旨在抛砖引玉，望广大语文教育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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