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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数学也是如此？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对于学习活

动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明确数学学习的社会

意义，激发更大的学习欲望与更强的学习动力，兴趣的形成

和发展总是和成功联系起来的，常成功的活动，人们对它感

兴趣，而常失败的活动对兴趣起消极作用，经常给学习以成

功的体验，帮助它们获得积极的情感，使之形成正确的学习

态度，对数学学习也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什么这样说

呢？这是因为态度不仅是对一定对象的心理反应倾向是一种

特殊的心理过程，更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过程，它包括认知

情感和意图三种成分，认知因素是态度主体对于对象的了解

和评价，情感国素是主体对于对象的情绪反应，意图因素是

由认知和情感因素所决定的对于态度的反应倾向，是行为的

直接准备状态，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也有利于提高数

学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是学习活动中重要的心理因素。它可以使学生对数学知识

有顽强的追求和积极的探索。培养兴趣应在教学过程中结合

数学知识教学进行。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对学习目的、任务，

尚未树立起明确的认识，全凭好奇心和新鲜感。他们的学习

欲望往往是从兴趣中产生的。他们乐于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学习知识。根据他们的思维特征，在感知和理解教材的两大

环节中，一定要重视作为非智力因素的情感过程结合教材，

努力创设新奇、新异、新颖的情境，注意激发和培养学习兴



趣，使直接兴趣转化为学习的间接兴趣。在数学教学中，如

何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呢？ 一、根据学生的特点培养学

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抓住学生“好奇”的心理特征，创设最佳

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数学课上教师要善于利

用新颖的教学方法，引起学生对新知识的好奇，诱发学生的

求知欲，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在教学的进行中，教师

根据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实际，在知识的生长点、转

折点设计有趣的提问，以创设最佳的情境，抓住学生的好奇

心，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抓住学生“好

胜”的特点，创设“成功”的情境，以激发学生和学习兴趣

。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是在每一主动学习活动中形成和发

展的。教师要善于掌握有利时机，利用学生的好胜心鼓动、

诱导、点拨帮助学生获得成功。让学生从中获得喜悦和快乐

，这样再从乐中引趣，从乐中悟理，更进一步增强学生学习

数学的兴趣。 二、直观形象，唤发兴趣 人的思维是从具体到

抽象，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化的。特别是低年级小学生

的思维带有明显的具体性、形象性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首先要坚持直观形象这一原则，即用具体、形象、生动的

事物充分调动他们的多种感官，让他们有充分的看一看、摸

一摸、听一听、说一说的机会，以丰富深化感知。 以认"2"为

例，老师先出示实投：2个苹果、2只小鸟、2个小学生、2辆

汽车，让学生数一数再让学生在桌上摆2根小棒，2个三角形

等具体的实物来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学生一边摆图形，教

师一边提问："这些东西不一样，它们的数量一样吗？"从中

使学生得知尽管这些东西各有不同，但数量都是"2"，可以用

数字"2"来表示，使他们的认识从具体到抽象，并在实物下面



写"2"。再请学生讲出数量是"2"的各种各样东西，然后老师又

问："你们看到或听到’2’这个数时想到了什么？"他们说，

想到人有2只手，2只脚，自行车有两个轱辘，吃饭要用2根筷

子等等，从而使学生又从抽象"2"想到实物，使学生初步形

成"2"的概念。 由于直观形象的方法适应了学生的思维特点，

唤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比较好地解决了低年级学生理

解力差与教学概念抽象的矛盾，使学生沿着实物--表象--抽象

的顺序加深了对概念的理解。 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喜爱你所教

的数学学科上了。达到“尊其师，信其道”的效果。 和学生

进行情感交流的另一个方面是：教师通过数学或数学史学的

故事等，来让学生了解数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作用，了解数

学家们是如何发现数学原理及他们的治学态度等。比如：笔

者给学生讲“数学之王──高斯”、“几何学之父──欧几

里德”、“代数学之父──韦达”、“数学之神──阿基米

德”等数学家的故事，不仅使学生对数学有了极大的兴趣，

同时从中也受到了教育。起到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

之以悟，导之以行”的作用。如此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既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数学教学质量，又有助于学生素质的

发展。 三、精心设疑，诱发兴趣 "学启于思，思源于疑"，有

疑问才能启发学生去探索。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有挖掘并把

握教材中的智力因素和善于捕捉学生思维活动的动向并加以

引导的能力，充分运用疑问为发展智力服务。所谓设疑，是

老师有意识地将"疑"设在学生学习新旧知识的矛盾冲突之中

，使学生在"疑"中生"奇"，"疑"中生"趣"，从而达到诱发学生

学习兴趣的目的。 针对学生喜欢趣味性，好奇心强的特点，

在教学，"看实物口说应用题时"，注意抓条件、问题和数量



关系三大要素，有目的地进行多方练习。 如：老师右手拿5

支铅笔，左手拿4支铅笔，一共有几支铅笔？学生回答后老师

又说，一共有9支铅笔，老师右手拿5支，左手拿几支？学生

说对后，老师给予表扬，接着老师又把一部分铅笔放在铅笔

盒里，一部分放到手里，随之设疑提出："你们猜一猜，铅笔

盒里有几支铅笔？"这时，他们争强好胜的心理表现出来，便

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有的说："铅笔盒里有5支。""有的说铅

笔盒里有4支。"等等，此时，教师惋惜地告诉他们："你们猜

的数都不对"，老师反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猜不对吗？"这时

老师说："这不是一道完整的题，它缺少一个总数条件，所以

你们算不出来，如果老师说一共有8支铅笔，手里拿着2支铅

笔，铅笔盒里一共有几支铅笔？这时同学们恍然大悟，人人

积极思考争着发言。这样，学生在求知解疑的过程中，学会

知识，提高能力，从而诱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 四、通过游

戏，激发兴趣 低年级学生爱说，爱笑，爱动，爱玩。如果在

教学中忽视了这一特点，一味平铺直叙的去讲，必然使他们

觉得疲劳乏味，是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的，经验证明：要妥善

地把他们喜欢做游戏的兴趣迁移到课堂上来，让他们充分体

会到学习的乐趣，从而产生对学习的兴趣。 如：找朋友，夺

红旗，开汽车，我是小小邮递员等等。如讲认数8时，就是通

过这几种游戏巩固了8组成，第一，让学生从学具盒里拿出小

圆片摆8的组成，第二，老师摆出1-7的数字卡片，指名学生"

找对子"第三做"找朋友"的游戏，老师把1-7的数字卡分别发

给7个同学，每人拿一张站在讲桌前，然后指名其中一人手拿

自己的卡片站在6个同学的对面，用自己的卡片去找朋友，他

的数字卡片和对面的数字卡片组成了8，大家齐说："对！"不



是8，齐说："不对！"第四，看谁得分多，老师和同学比赛，

老师拿出一张数字卡（老师慢慢的出现给学生有个思考的时

间）全体同学说出和老师数字卡片组成的数，学生齐说说对

了（一个不错），学生得分，如果有一个说错，老师得分，

做这个游戏时，同学们更齐心了，注意力非常集中，很少有

错。每当他们胜利时，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对低年级学生采

用各种游戏进行教学，在教学中突出一个"活"字，学生学的

轻松愉快，兴趣浓，学生积极性主动性高，能收到良好的教

学效果。 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勤奋学习，有效地发展了学生

的智力，教学质量得到了大的提高。 如何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

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能使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学习，唤

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为此，教学中在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我注意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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