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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较于其他一些颇具趣味性的科目而言，数学本身可能就会比较枯燥，内容无非公式、数字与符号，长期接触很容易使学生感到厌

烦。因此需要营造一个具有趣味性的课堂，而想要实现这一点，离不开广大教师的努力。下文将简单介绍一下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并且

给出一些相应的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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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作为人能够长时间孜孜不倦的做好一件事的重要内生动力，

作为学生也不例外。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数学的印象就是刻板、枯燥，在

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需要在学生学习兴趣方面

进行加强，可是在实际的教学调查当中发现，只有极少数的教师能够做

到对学生学习兴趣的专门培养，究其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兴趣对于学习的

重要性。 

1 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 

数学在人类历史上是贡献巨大的一门学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

离不开它。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数学的接受门槛是比较高的，其思维

方式是比较抽象的，因此许多学生都对数学感到困扰，不少同学甚至因

为数学的短板而制约了未来的发展。这其中形成的恶性循环便是：对数

学不感兴趣导致成绩差，成绩差反过来又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

学生能够在数学学习当中感受得到乐趣所在，那么很可能就会转变学生

对数学学习的态度。浓厚的兴趣意味着更高的行动力和专注力，学生愿

意耐下心来付出更多时间钻研数学问题，即便出现问题和挫折也不退缩。

那么在如此之高的学习积极性加持下，学生学习数学的效率甚至会成倍

提升。数学成绩的提升并不是难事，最难的在于改变数学在学生心中的

印象。只有培养起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乐趣，才会促使其主动运用强大

的自制力监督自己严格完成预期的学习目标，才能够补足短板用同样的

热情去迎接未来的发展。 

2 如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的培养并非易事，亦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教师充分认识到初中

数学教学当中对于学生学习兴趣培养的重要性基础之上，只有运用行之

有效的方法才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否则所有的美好蓝图都只会停留在想

法当中，运用错误的方法只会适得其反。下面简单列举一些教师可以借

鉴的建议。 

2.1 教师要时刻做好准备、拓展与反思工作 

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教师还是初中数学教学的主要操刀手，负责

开展教学活动，甚至有时候要对学生进行强制性的灌输。但是这种情况

未来很快就会改变，在新的教育改革方案当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把教育的

主体地位还给学生，并不是说要取消教师的作用，而是要倒逼教师转变

角色。过去的教师具有非常高的威严，师生之间常常形成无形之中的上

下级关系，教师在课程内容设计的环节根本不考虑学生的看法与意见，

讲课的方式也枯燥无味，造成学生上课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无精打采，

鲜有活跃的互动，学习兴趣更是无从谈起。眼下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

绝对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我行我素，而是要时刻做好准备、拓展与反思工

作。准备指的是要针对学生的兴趣所在，在课程的设计方面要穿插进一

些比较能够调动学生兴奋点的内容，让学生的神经可以在课堂上时不时

地受到正向刺激，保持饱满的学习状态。拓展则是要跳出课程所限定的

范围，尤其是不能拘泥于课本，学生对课本再熟悉不过了，再怎么讲也

很难讲出什么新的花样，因此，教师要主动的选取课外的数学文化小知

识来介绍给学生，包括数学名人的趣事轶事等等。而反思则是教学活动

中的必要补充，当教师在进行了上述努力以后就要进行反思，审视自己

所采取的措施中那些是真正发挥了作用的，而那些则是收效甚微的。有

效果的接下来继续发扬，而没有效果的则果断摒弃。除此之外，反思还

包括教师对自己教学方式当中不合理的地方的纠正，避免因为自己先入

为主的做法引起了学生的不适应。 

2.2 在实际教学当中积极将课本知识与生活相联系 

科学来源于生活，无数的理论都是在观察生活、总结生活当中得来

的，甚至最后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生活。因此，在初中数学教学当中可

以适当的引入一些生活化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数学原理对于学生而

言虽然是陌生的，但生活不是。学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都积累了大

量的生活经验，因此教师在引用某一生活案例时很可能引起广大学生的

共鸣，而共鸣就是兴趣的先兆。过去对数学的误解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

数学的可应用性的怀疑，实际上，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数学打交道，数

学原理不仅广泛应用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更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帮助，

可以说没有数学就没有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教师通过把数学与生活

相联系，可以拉近学生与数学的距离，从而改变偏见。 

2.3 开展激励性教学评价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地开展激励性的教学评价，以鼓励、

赞许、肯定的的话语来给予学生激励性的学习评价，使其即便是在很小

的成功中也能够体会到数学学习的成就感和喜悦感. 

3 总结 

初中数学不同于小学数学，小学数学还基本是以趣味性为主，接触

不到有深度的数学原理。但初中数学不同，随着学习内容的急剧扩张，

难度也实现上升，如果这个时期不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出对数学的兴趣，

那么在未来接触到更高难度的数学问题时，就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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