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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兴趣是学习 好的老师。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上，兴趣激发的方式有很多种，创设教学情境，发挥信息技术教学优势，建立良好

的师生互动等。在课堂上，我们教师要创新思路，尝试多种多样的激趣途径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本文笔者

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就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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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的重要性 
1.1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习 好的老师，是小学生语文学习的内

在动力。小学生只有有了兴趣，才能自觉主动地去学习，去探究问题，

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可见，兴趣激发有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学生

主动、自觉地探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相信，在

此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能力会得到更高一层的迅速提升。 

1.2 活跃学生思维 

从纵观当前小学语文研究状况来看，当前小学语文范围内的核心素

养研究之一是，以活跃学生思维为主流，这一趋向主要体现在，一是语

文核心素养研究具有明显的外部因驱动特征。有关学生语文素养教育的

探讨主要建立在知识、经济、职业变迁以及数字化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二是语文素养的界定和选择偏重对外部需求的分析。三是学生对语文学

习过程中产生的兴趣。在小学语文学习中学生思维趋于活跃，并会自主

探索和思考问题。而在问题思考与探究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激发，也能够实现学生有关学习兴趣和引导学生良好学习习

惯的培养。 

2 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路径 
2.1 多样化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语文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势必会呈现多样化特色。因为情境教学是

一种创新型的教学方法，它在学生学习兴趣激发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

用。教学情境可以帮助学生沉浸其中，更好地理解课本的内容，并通过

现场讲解或重现课本的内容来增强学生参与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教师

首先要挖掘教材和课本的文化基因，寻找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性

因素或敏感因子。语文课本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和教学情境的有效性在某

种程度上决定了语文育人功能和教学手段的多样性，诸多语文教育方式

要素间的组合关系也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这种情境教学的多样性。所以，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多样化地进行教学情境创造能使学生感受到身

临其境，并能使学生以主人翁的身份去的挖掘并感受文章中的思想情感，

获得同理心和语文学习经验，从而更好地领悟课本内容，保持充分的学

习兴趣，并热情满满地投入于语文课堂学习之中。 

2.2 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优势 

自推出了利用信息化促进教育举措以来，随着技术的更新、教育信

息化理论创新和新课改需求的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化部署的系统观逐渐

建立，并表现出多要素、多层次、标准引领、迭代完善的趋势，尤其是

对作为主要课程的语文学科。语文学科教学中，我们以信息媒体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教学，可以实现抽象文字的具象呈现，以图片、视频、声音

等的形式展示出来，相较于单纯的文字阐述，小学生学习兴趣更高，对

文章的理解更深入。 

例如：在教学杨万里的《小池》时，大部分孩子对诗歌中描述的场

景不感兴趣。诗歌中涉及泉眼、小河、树荫等各种景物，面对这些繁多

的景物，孩子们也很难兴致勃勃地去分析他们各自的特点。更无法在整

体阅读诗歌的基础上把握诗歌呈现的清新自然、静谧美妙的诗歌画面感。

此时，我们教师就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巧妙地借助信息媒体课件，

将诗歌的描述动态化，夏日静谧的池塘，小荷刚刚萌芽，清清的水波，

时不时有飞动的蜻蜓，在湖面上点水。展现荷花绽放的动态视频，展示

夏日的池塘景色图片，让孩子们对诗歌静态的画面感有更直观的感受。

变抽象的文字为生动具体的画面和生动的视频演示，激发孩子们诗歌学

习的兴趣，这样不仅能让孩子们对古诗歌的兴趣更加浓厚，而且还能进

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3 重视语文课堂的师生互动作用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是师生双边参与互动的过程。课堂互动不仅能引

起孩子们的注意，而且还能提高孩子们的兴趣，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语文教学中来。而在轻松愉悦的课堂互动过程中，孩子们会畅所

欲言，说出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提出问题和质疑。在互动中，关于

问题开启积极的讨论，这对问题产生原因方面的分析有更加理想的效果。

对此，作为教师，我们必须积极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课时，恰

当地营造问题，并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让同学们分组进行讨论、进行思

维碰撞，使每个孩子都其乐融融地参与其中， 后，由老师进行点评与

指导，这样孩子对所学知识内容的探索兴趣会更高。 

例如：在教学《鲁滨孙漂流记》一文时，老师可以给孩子们分组，

以小组为单位充分发挥想象力来列举鲁滨孙在荒岛生活时面临的各种困

难。针对这些生活困难，让孩子们自主思考问题解决的有效办法。 终，

小组内部意见相互补充，不断完善，制定出完整的荒岛求生法则，以小

组为单位，大家相互分享，在课堂上轮流表达自己的见解。在此过程中

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了课

堂学习的主人，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3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兴趣。”

有趣的语文课堂才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动力，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

趣，进而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因此，教师要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首先在教学方法方面不可单一。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

语文教学的影响，使得教学模式较为单一，这就容易使语文课堂显得有

些枯燥，学生难以提起兴趣。其次，课堂氛围较差。传统的课堂教学教

师占据主导，以教师为中心，而学生学习兴趣受到了束缚与限制，始终

无法被激发出来。 

而创新教学方法和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够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也能

够很好的吸引小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再通过我们教师的科学引导，

使学生乐于不断努力学习语文，形成“探索——学习——再探索——升

华学习”的良性循环，从而有效提起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实现小学

生对语文学习兴趣的持续浓厚。 

[参考文献] 

[1] 王 生 俊 . 探 究 构 建 小 学 语 文 高 效 课 堂 的 策 略 [J]. 学 周
刊,2020(23):53-54. 

[2] 赖 三 得 . 语 文 教 学 中 个 性 化 阅 读 指 导 策 略 [J]. 学 周
刊,2020(23):67-68. 

[3]李长斌.浅谈如何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性[J].学周
刊,2020(23):75-76. 

作者简介：荣小萍，女，汉族，青海人，研究方向：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