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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惯和兴趣是学习求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教学要求的不断更新,

语文老师需要让学生利用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培养自己的良好学习习惯,在这个基

础上老师的教育方式也要有所改变。 

[关键词]初中语文    新课标   教学质量 

现如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全国和新课标的推行，使语文教育显得尤为重

要，但是传统授课方式已然满足不了新的课程标准，对于语文教师而言，必须打

破旧时教育理念，转变教育方式，跟紧时代的步伐，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教育工

作者。 

一、学生自身对语文的兴趣和学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你乐于做某事时，必然能从

“乐”中取得力量，让自己更加专注于做这件事，也更加容易成功。怎样教导学

生对语文产生乐趣呢?①让学生多去参加有关语文的游戏，比如演讲、写作、书

法、猜字谜等比赛，利用学生对比赛的胜负欲，激励学生专研语文知识，从而产

生兴趣。②在学生语文成绩进步的时候去表扬鼓励他们，让学生在进步中感受到

学习的快乐。③成为学生们喜欢的教师。作为学生，很容易因为喜欢一个教师而

更加认真地学习教师所教的课程，只要教师对学生保持关心理解的态度，和学生

成为朋友，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友好，学生喜欢上教师的同时也会喜欢上学习语

文。④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有趣的图片和文字相结合,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

引起学生的兴趣。当学生对语文产生兴趣后，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相关有益的书

籍，支持他们多去阅读书籍来提高自己的眼界和思维，比如学生喜欢文言文，那

么教师可以多去和他们探讨关于文言文的使用和怎样去翻译；学生喜欢看类似散

文的文章时，教师可以指导他们在阅读散文中思考“为什么这句话要用在这个地

方”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用这个词” “为什么故事情节要这样安排”，这样

能让学生在思考中也会不自觉地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也能让学生对不同文章的

写作方式产生好奇。学生在阅读中遇到喜欢的词句和文章也可以自己收集起来，

以作练习材料。 

对于语文的学习来说，“读写练”是尤为重要的，并且还要在学习过程中不

断地去反思，有灵魂地融入到字句词中。语文的学习是长期的，所以学生也需要

将适合自己地学习方法养成一种习惯。 叶圣陶曾说过：“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



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学生养成政治方面文化

科学方面的良好习惯。”从中可以知道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学好知识的一大推力。 

二、学校课堂和现实生活课堂结合的重要性 

旧时教育语文的方式是让学生一味地去死记硬背，完全让学生忽略外界世

界，致使学生过于“工具化”，学生只以这种方式也不能真正提高语文水平。而

学生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只知文字而不知其意的情况下，学生学到的只

有皮毛上的知识。现代新标准语文的设立，使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得到了统一，

语文课程的教育也更为灵活，学习语文可以在学校课堂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在

学校课堂中，教师可以用其独特的方法为学生营造一个吸收知识的环境，比如放

下教师的身份，与学生建立起朋友的关系，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共同“配合”，

走出旧时课堂上教师的“独角戏”，让教师和学生有所交流，以这种和善的交流

方式去探讨问题，讲述问题，表达想法。当然，语文教育更多的还是在于语文内

容，语文内容不能只单单围绕课本来教学，这样甚至会使语文颇为不现实，使语

文本身所拥有的魅力在匮乏的内容中大大锐减。学生们除了听，教师也应当安排

念，有些学生在念课文的时非常流利,但也有少数学生在念课文的时候磕磕巴巴，

这说明内容在知道后也需要拿来使用，而语文如果只是被传授而用不到实处，就

如空中楼阁。所以教师在刚刚上课或者快要下课时可以让学生们诵读课文。 

现实生活作为语文学习的第二大课堂，它也拥有这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初

中生学习语文本就不局限于写写背背，我们同样可以引导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大世

界学习使用语文，当今的语文教育已经不适用于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学生们可以以各种途径扩展语文知识，比如课外阅读，即便是教师

会在课堂上扩展新的知识，但是课堂上的教学时间本就有限，除了要为学生解答

疑问，朗诵文章等学生们能在课上学习到的书本以外的知识还是非常少的，所以

教师和家长们应当鼓励学生做些课外阅读 ，加大学生的知识面。由于新标准的

成立，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结合，我相信现代社会的学生会更容易达到我们的教育

要求。 

三、创造自主灵活的学习环境 

在初中阶段，大多数家长会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教授更多的知识，连教师都不

自觉地安排很多知识内容，可太多的知识内容也容易让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感到

疲倦。不得不说，有时候教师马不停蹄地教授几小时的知识，效果却比不过学生

们自学的几分钟。语文本就是较为特殊的一门课程，所以它的教育方法和其他科



目略微不同。在教授过程中不如放下几分钟,让学生们自主灵活地去学习，这样

学生和教师也不必在疲惫中感到学习的负担，也有了去理解之前语文知识的时

间。 

教师可以这样为学生创造自主灵活的学习环境：①让学生们互相批改作文。

学生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去为对方打分和批改，互相交换彼此的想法，沟通

讲解,也更加容易了解自己在写作时的缺点和不足，还能训练学生们的独立性。

②学生们自主安排做语文题，对答案。加深了学生对错题的印象，知道自己哪里

的知识点没掌握牢固，学生们也好清楚在教师上课的时候着重听哪个部分，提高

学习效率。③让学生自由练字。使学生们的大脑得到休息，训练学生写字的速度

和字形的美观，以文字熏陶学生，培养学生的耐心。通过这些方法为学生创造一

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技能，学生的思维得到

了放松，不同性格潜力的学生得到了展现的机会。 

按照新课标的要求，可以帮助学生们在语文上的学习，提高了学生们的人文

素养，使学生多彩有趣的独特性得到了尊重和保护，让教师们更加清楚怎样在保

持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使学生的学习效率逐渐提高，让课上的每-分钟都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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