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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兴趣 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活动是教与学的双边活

动，只有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以巨大

的情绪力量感染学生，激发创造的潜能。教师如只顾和尚念

经似的传授，不根据课堂信息反馈灵活调整自己的教法，那

就是盲目的教学，是教育智慧处于最原始状态的表现。教师

要以渊博的学识、民主的理念、丰富的情感、形象的语言、

思辨的哲理、灵动的教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有了，

就有了学习进步的可能性。课堂上，一些学生思维涣散，目

光呆滞，无所事事，制造混乱，主要原因就是教师的课缺乏

吸引力、感染力。有时候，一则笑话、一句广告词、一联诗

句、一段歌曲、几句声情并茂、形象可感的话语、数帧促成

思维飞跃的多媒体演示，都能产生惊奇、赞叹的效果。当然

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教学内容的自然延伸，而不是牵强作秀

，摆花架子。教师要在大脑迅速处理视听反馈信息，把学生

“从那童年的美妙的独木舟上引渡到全班学生乘坐的认识的

快艇上来。”有的学生胆小，老师多年的“棍棒使他积成了

一种“思维的惰性”，这时教师要激励学生大胆的说，不要

怕讲错了，要敢于破胆儿，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学生怕写作文，老师可引导他

们去感受现实生活，看人家怎么写的，只要他一次作文写出

来了，他就会有写不完的事、抒不尽的情、讲不完的理，他

也最终会因对语文学习有兴趣而走向成功。在教学活动中，



要善于抓住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特点，通过”文以载道“的形

式，促成学生情感、态度、价值感的质变，从而改变整个学

习的面貌。 二、强化资源意识，广泛开展阅读 语文是博大精

深的，它不同于一些数、理、化学科，有现成公式可套，语

文的学习材料是整个人类文化，浩如烟海。庄子《逍遥游》

曰：“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一些学生语文成

绩不好，根源就在于积淀不丰厚。苏轼说：“厚积才能博发

。”读多了，见识就广了，思维也就活跃了，写作自会有套

路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说：“儿童的学习越

困难，他在学习中遇到的似乎无法克服的障碍越多，他就越

应当更多的阅读。阅读能教给他思考，而思考会变成一种激

发智力的刺激，书籍和由书籍激发起来的活的思想，是防止

死记硬背的最强有力手段。”信息社会，广告招牌，网络文

化，名胜古迹，风俗民情，生态环境等都是阅读的文本，面

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秋兴八首

》）的信息浪潮，“必须使阅读能达到这样一种自动化的程

度，即用视觉和意识来感受所读材料的能力，要大大的超过

出声的读的能力。”也就是快速阅读的能力。老师们请记住

：“减轻学生脑力劳动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扩大他们的阅读

范围。” 三、强化思维训练 语文考试很少考现题，展开综合

性学习。无现成公式可套，主要考查学生的见识，考查由课

内到课外的迁移能力，独立思考、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能

力。教师如只给学生传授死的知识，要他们死记硬背，面对

变幻莫测的题山题海，只能束手无策，望卷兴叹。“用记忆

来代替思考，用背诵来代替鲜明的感知和对现象本质的观察

这是使儿童变得愚笨，以致最终丧失了学习愿望的一大弊病



。”教师要以反复的阅读、生动的语言、丰富的直观、“自

然的旅游”唤起学生的表象和想象；要在平时的课堂讲授中

，拟定明确的目标，有针对性的训练思维，不要代他们思考

，要善于集中群体智慧，让他们以自主、合作、探究的小组

讨论的形式展开学综合性学习。他们若以自己的思维解读了

文本中的问题，就会去掉思维的惰性，使脑瓜变得灵光起来

，就会因成功的乐趣，激发更大的创造潜能。还要有针对性

的训练一些题目，通过实践演习，聚合发散，分析概括，对

比思辨，整合筛选，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实践中摸索出应试的技巧与策略，形成方法论的集合。

教师要随时针对教学实践得来的反馈信息，思考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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