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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数学课堂　提高学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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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兴趣是力求认识世界，渴望获得文化科学知识和不断
探求真理而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热

爱往往从兴趣开始的，如果学生能够有兴趣的学习，并在学习

活动中体验愉悦，体验成功，那么他就会坚持不懈，继续学习，

直到成功。因而对小学教师来说，？要提高数学课堂效率，首

先应培养并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兴趣的激发是课堂效

率的保证。本文从数学教师的实际出发，浅谈兴趣的内涵、重

要性以及在数学课堂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指学生渴望获得科学文化知识，并着力去认识

它、探索它的一种心理倾向。兴趣就像一位无形的老师，它会

指引人们去探求真理，奋发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祖冲

之、华罗庚、高斯等古今中外数学家，无一不是从青少年起就对

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动力，学生如果

能在学习数学中产生兴趣，就会形成较强的求知欲，就能积极

主动地学习。现代数学教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视对学生非

智力因素的发展，更重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兴趣这种心

理倾向可以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能帮助学生排除干扰，

使学生把精力指向学习内容，支持学生克服在学习活动中可能

遇到的困难，它具有提高学习效率的作用。在数学教学中，有

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的有效手段。激发趣味与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那么，如何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就这个问题，

下面我结合自己在数学教学中的实践，谈谈以下几点体会：

1　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教师在教学时，为了使学生对所要学习的知识产生强烈的

求知欲，教师用新颖的方式、生动的语言设置一些使学生欲答

不能而迫切要求得到解答的问题，在学生的心理产生“悬念”，

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数学教学

活动中，学生的思维引起总是由认知需要而产生的。如果没有

了解新知识的求知欲，就很难形成学习的气氛。认知需要的产

生，往往出现于似乎熟悉又不太清楚，似乎了解而又无法用语

言表达的境地，而这正是诱发学生认知需要，启发学生思维的

最佳时机。因此在导入过程中，采用恰当又适宜的方式创设学

习的情境，常常能获得师生思维共振的效应。

2　研究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采用多种模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如

何才能促使学生进入学习任务中呢？教师应设法使学生在进

入学习过程中心情愉快，设法传授有效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技

巧，比如，学生学习数学定义，公式或定理，虽然他们都记住了

结论，但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怎么样得来的，来龙去脉

是什么，看不出结论的实质，只能生搬硬套，在应用中漏洞百

出。数学教学不仅要注意结果，而且要注意过程。传统教学比

较注重结果本身，而对思维过程谈的比较少，这样就缺乏对事

物实质的探求，学生不甚了解，单纯的停留在模仿记忆这种学

习模式上，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正如郭思乐先生提出：要注

意知识的过程。所以教师应当教给学生有效的方法，使学生掌

握定理的本质，会分析定理与实际情况的联系，应该给予学生

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指导，同时加强个别辅导。其次，在教

学中优化数学习题，精讲精练，引导学生从中发现规律，总结规

律，掌握规律，使学生能轻松学习，愉快学习，高效率地学习。

3　进行动手实践，激发创新意识
在课堂教学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动手实践，使他们

从中获得知识，激发自己的创新意识，同时使他们深刻地理解

知识并有效地运用。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去动

口数、动口说、动手摆、动脑想，从大量的感性认识中逐步抽象

出数学概念，变枯燥被动为主动学习，从而达到激趣乐学，而且

通过让学生具体实践，动手操作，能不断地激发学生对新知识

的求知欲，并且在参与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抽象思维得到了发

展，收到较大的效果。

课堂激趣只要把趣味性与知识性、科学性结合起来，并能

恰当运用于教学，数学课必然会活起来。兴趣是学习的动力，

兴趣可以激发情感，培养意志，可以说，浓厚的兴趣能够激励学

生积极的探索，敏锐的观察，牢固的记忆，丰富的想象，也能够

使人们积极地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并积极地改进学习方法，创

造性地运用知识，开拓能力，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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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要改革

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方法，勇于探索与创新，努力培养他们成为

一代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合格人才。

（上接第125页）教师可以拿出一两节的时间带领学生们深度欣
赏，并且教授给学生们音乐欣赏的技巧、方式，将零散的音乐欣

赏课程整合在一起，能带给学生更加深刻的体验。

3　结语
综上所述，当下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存在着教学观念传统、教

学活动单一等问题，教师要想提高小学音乐课堂的质量，需要从

组织课堂活动、提高学生参与度，利用信息设备、创设情感体验

情境以及通过单元教学、引导学生深度学习三个方面入手，调动

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加深音乐学系的效果，最终实现提高音

乐课堂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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