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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158.htm 一、通过各种活动发展

学生的兴趣 实践表明，学生的兴趣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得到发

展，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发挥它对认识活动的推动作用。成

功的经验是发展儿童兴趣的重要途径，教师应该在活动中让

学生体验到成功的欢乐。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要调动一

切手段，让学生充分参与活动，开动脑筋，使他们能生动、

活泼、主动地学习；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学校课外活动和

少先队活动，组织各种有趣的比赛、游戏、参观、义务劳动

、游览等活动，把校内与校外活动结合起来，为学生开辟广

阔的活动天地，在活动中发展学生的兴趣。 二、通过提高教

学水平，引发学生兴趣 有调查表明，中小学生对不同学科出

现兴趣分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原因主要取决于

教师讲课的好与不好。可见，教师教学的水平，是学生学科

兴趣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由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教

学水平，苦练教学的基本功；教师可以利用小学生对学习形

式变化感兴趣的特点，巧妙地围绕教学内容来变化学习过程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善于培养良好的师生感情，处理

好教与学中的各种关系；不断创设问题情景，搞好启发式教

学，鼓励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发挥独立性与创造性，以此引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引导学生将广泛兴趣与中心兴趣结合

起来 小学生随年龄的增长，兴趣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如对不

同学科的兴趣、对课外书的兴趣、对课外活动的兴趣、对时

事政治的兴趣等。教师应鼓励学生有多方面兴趣，因为通过



广泛的兴趣，才能多方面地获取知识，给自己打下扎实的知

识基础。但教师要善于在学生广泛的兴趣基础上，引导和培

养他们有一个中心兴趣，即要求对某一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

钻研，并使其他各种兴趣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为它服务。只有

把广泛兴趣与深刻的中心兴趣相结合，兴趣才能更好地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同时，教师要注意防止学生的广泛兴趣中可

能存在的消极的、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兴趣。一旦发现，教师

要及时、正确地引导，向他们晓以利害，并以积极有效的兴

趣代替无益的兴趣。 四、通过积极的评价使学生的兴趣得以

强化 积极的评价是指当学生取得成功或有了进步时，教师要

及时给予鼓励与表扬，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表扬和鼓

励，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评价，这种评价能为儿童提供反馈信

息，使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及价值，从而能进一步增强

原有的兴趣。但积极的评价也要恰当，表扬、鼓励既不要过

头，也不可不足，而且要做到及时。若对不同性格特点的学

生采取不同的表扬与鼓励的方式，所达到的强化效果会更好

。 五、充分利用原有兴趣的迁移 兴趣是可以迁移的。兴趣的

迁移是指将已有的兴趣延伸到相关的事物上，使对该事物也

发生兴趣。但兴趣的迁移要满足以下的条件：一是，教师要

善于发现学生感兴趣的事物或活动是什么；二是，教师应寻

找到要使学生感兴趣的新事物或活动与学生原有兴趣的相同

点；三是，教师要通过各种方法使学生产生对新事物与活动

的认识需要，并把这种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满足了这三

个条件，就可以将学生对某一事物或活动的兴趣转化到对学

习的兴趣上来。因此，教师要善于运用迁移的方法，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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