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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让学生的休闲娱乐变得丰富多彩,但是很多小学生的兴趣 也逐渐的由语文

阅读转向游戏休闲娱乐,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被大大压缩,对语文的兴趣和理解也变得相对较少。小学是

学生的启蒙阶段,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兴趣的重要阶段,如何在当今社会下激发小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是每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不可避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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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让学生的休闲娱

乐变得丰富多彩,但是很多小学生的兴

趣 也逐渐的由语文阅读转向游戏休闲

娱乐,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被大大压缩,

对语文的兴趣和理解也变得相对较少。

小学是学生的启蒙阶段,是激发和培养

学生兴趣的重要阶段,如何在当今社会

下激发小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是每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不可避免的问题。 

对此,老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有针对性的激发小学生学习语

文兴趣。 

首先,可以根据小学生身心发展的

特点来激发他们的兴趣。小学生的年龄

一般从7岁到12岁,在皮亚杰认知发展阶

段理论中指出,这个年龄阶段属于具体

运算阶段,比较依赖于实物和直观形象

的支持,能够考虑多个感知特征,考虑到

他人。这样的特征就要求老师在上课过

程中要多多的使用实物和多媒体为学生

提供更为直观的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

兴趣。数学课上学习算数会用小棒,语文

上可供发挥的余地更多,比如说利用影

片和音乐,还有学生表演给予学生更加

多样直观的感知觉体验,更多元的体会

理解文章。比如《愚公移山》就可以播

放这一相关的动画片来促进感知；关于

母爱的文章可以利用关于母爱的歌曲来

触发小学生的感情。学龄初期是个体发

展的基础时期,也是生长发育最旺盛、变

化最快、可塑性最强、接受教育最佳的

时期,是学生认知发展的关键期,是个体

学习知识的重要时期,要牢牢把握这一

时期,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和兴趣。

才能让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更有动力和

积极性。 

其次,要充分了解语文学习的特点,

发挥语文学习的长处和优势,利用其优

长引起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注意,使他

们感知到语文的有趣。语文的特点可以

通过比较其他学科来获得,相对于小学

数学依靠数据和图形来学习,小学语文

的学习更依靠文字和图片来学习；相对

于小学英语依靠词汇和句型,小学语文

更侧重于文章整体和情感把握。所以语

文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更加多元,也更

能贴近生活,更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小学语文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字的学习,

更重要的是关于小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学习和培养,让小学生初步形成比

较全面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依靠

文章及时准确的进行思想情感的教育。

让学生通过体会情感和思想感受语文学

习的乐趣和深沉的内涵。 

再次,由于语文学习内容的多样性,

还可以利用不同的课堂工具和方式进行

讲授。传统的授课方式一般是班级授课

式,虽然可以有利于大面积的培养人,提

高教学效率,但是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

展,和全面发展。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受到限制,个性受到压抑也不利于激发

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素质教育要

求教学过程由教师为主体变为学生为主

体,所以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作用,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

让他们真正的喜欢课堂,有浓厚的兴趣。

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结合起来,开发

乡土课程,将语文学习与当时当地的文

化风俗结合起来,带领学生走出课堂,现

场体味文化的韵味,让学生真正体会到

语文的乐趣和风采；将传统的传习教学

形式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利用翻转课

堂,多媒体技术,3D技术等现代化手段,

将其与教学过程充分融合,通过高科技

让学生可以认识到更加广阔的语文世

界。 

同时,学校,社会和家长也应该形成

一股合力,三股力量一起努力促进学生

从各个方面培养对于语文的兴趣,了解

学习语文的了乐趣。学校可以创造适合

语文学习的氛围,采用一种情景陶冶模

式,这一模式吸取由洛扎诺夫提出的暗

示教学理论,运用学生的无意识活动和

情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身心和思

想。现在国内已经有的相关实验包括：

“快乐教学”“愉快教育”“情境教学”

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可以在实

际运用中借鉴相关的有效经验。家长和

教师也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教师通过

与家长的交流更加了解学生的情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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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使学生充分发

挥自身的个性和特长；家长通过与教师

的交流可以及时的获得学生在学校的情

况反馈,以便于了解学生的关于语文学

习的水平和问题,更清楚地掌握学生的

学习动向,在课下更有效率的引导学生

培养更加有意义的阅读兴趣,课上与课

下两结合相信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语

文的兴趣。社会上的各种媒体也从各个

方面促进人民对于国学的学习,比如近

几年出现的媒体节目《中国诗词大会》,

《朗读者》等,这些节目通过不同的形式

包括背诵诗歌,朗诵文章等,让人民体味

到了中国诗词之美,古今中外的词章之

绚丽,学生也可以通过观看这些有益身

心的节目,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认识,

激发兴趣。家长也需要在课下与小学生

有更多的互动,比如一些小游戏例如一

些关于诗歌文章背诵的小比赛,成语接

龙等,积极地引导孩子参与,并在这样的

趣味中获得有益知识,激发兴趣。 

但是,语文兴趣培养最主要的时间

是在课堂上,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学共同组成的双边活动,在之前的课堂

上更加重视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

忽视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和主体性,自国

家实施素质教育以来,老师开始重视实

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注重在

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潜能,培养

兴趣。在具体的语文学习中,针对一二年

级的学生,在认识拼音和汉字的过程中,

教师将教学与多媒体结合在一起,利用

鲜活的图片视频让学生认识和了解所学

习的拼音和汉字；针对三四年级的学生,

在学习简单的课文时,引导学生有感情

的朗读课文,体会其中蕴含的感情,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针对五六年级

的学生,课文难度有所提升,情感内涵也

会更加深厚,需要五六年级的的学生学

会分角色诵读,并通过延伸和补充故事

使学生更深入的了解作者和作品创作前

后经历,精读文章的鉴赏水平提高,会有

兴趣阅读更广泛的书籍。课堂上教师的

引导对于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在学习新

内容时,教师如果学会用新颖的方法和

手段来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学习的兴趣

会大大增加,学生的主动性和特长也可

以得到发挥。、 

最后,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也是很重

要的,教师需要平等的与学生进行交流,

平等相待是互相了解的前提,教师可以

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水

平和能力,还有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程

度,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引导,也可以及时

的获得学生对于学习的反馈,有利于进

一步的教学。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和老师

的交流可以降低对教师的恐惧感,在上

课时可以更主动,也可以通过教师更深

刻的了解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增加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 

小学生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心智和

学习能力,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要学

会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引导,循循善诱,因

材施教,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要有不

断生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更好的与小

学生进行交流。同时,小学生还没办法很

好的进行自我管理,自觉性和自制力水

平较低,需要家长、教师和社会的保护和

教育,通过引导培养他们自己的兴趣和

爱好,了解自己的潜能和特长,以利于进

一步的成长和学习。 

教师和家长需要了解到小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和语文这一学科的内容特点,

教学过程不仅要符合学生的学习心智水

平,更要适应语文内容的特点,更好的将

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同时教学也

应该采用更加多元的方法和手段,将传

统的班级授课法与新型的教学模式统一

起来以更有效率,以学生为主体以更加

关注学生身心的方法进行教学,形成双

边互动。课堂上的热烈气氛与新颖的教

学还有课下的交流沟通都有利于培养学

生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让很多小学生沉

迷于游戏娱乐而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家长

和教师不能任其发展,要积极的引导小学

生养成良好的兴趣爱好,激发小学生对语

文对阅读的学习兴趣,有了良好的学习兴

趣小学生也一定会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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