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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沙龙 

主题介绍 胡奈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观点集萃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沙龙 

3 月 14日下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围绕“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举办了本学期第

二次教学沙龙，来自校内三十余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教发中心专家胡奈赛教授首先做了中心发言，介绍了为什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

及学习兴趣的表现方式，并就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了详细讲解。    

之后，与会师生展开了热烈讨论。参会的三名学生首先发言，指出同学们对于满堂灌

的讲授方式兴趣不大，并提议如果教师能在课堂上多设置一些问题，或者插入一定量的涉及

实际应用的话题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随后，老师们分别就不同的学科专业介绍了各自的体会。一名化学老师谈到，虽然有

的授课内容比较枯燥，但是如果老师能先举一些有意思的例子，再讲解具体内容，学生就可

以带着兴趣听讲。一名青年教师谈到，要想上好课需要老师自己多下功夫、充分准备，在课

程中有时可以设置“陷阱”，再来讲解，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引发学生思考。还有的教师提

议，可以引入一些国内外的优秀教学经验，就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实施环节和具体措施

结合教学实际进一步讨论，最终运用到课堂教学中。  

主题介绍 

胡奈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 为什么要提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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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一个学生已经上过百门以上的课程，按照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可分为

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有兴趣的课，学得认真收获也大。第二种兴趣不大但觉得尚有用，也得

好好学。第三种不喜欢也不知道是否有用，但为挣学分而来上课。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程

应该都是有用的，但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内容的掌握、教学水平和方法等方面，不同程度存

在着各种问题，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目前的课堂教学上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教师照本宣科，枯燥无味满堂灌。把 ppt当讲稿，

对着大屏幕，不理会学生的反应。不关心学生怎样学你的课或效果如何。有些学生不来上课，

点名时请同学代答“到”，人到了也不认真听课，抬头率低。做作业的、玩手机的、说话的

都有，学习情绪冷漠。 

应该指出，课堂教学占四年大学学习时间的 75%，是培养人才的主渠道。教风、学风都

存在些问题，这是普遍的现象。从教师的角度，把课上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重要。

有些教师就做得很好，他（她）们把激情带进课堂，把热情传递给学生，新颖的 ppt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多学生会因为喜欢老师而喜欢这门课。  

兴趣是对事物喜好或关切的一种情绪。兴趣或爱好，个体差异很大，与社会、家庭、朋

友、学校、老师等都有关系。但有一点很重要“兴趣是可以改变的”。教师教得好，能吸引

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可以改变学生的情绪、职业选择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名人对兴趣都有过经典的名言。如： 

    爱因斯坦：“只有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李政道：“兴趣是前提，训练是关键，习惯是保障”； 

    松下幸之助：“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要靠浓厚的兴趣支持”。 

对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兴趣越高，课堂参与就越多。学习主动性越高，学习的体验就越

愉快、记住的信息量也越多、信息在大脑中保留的时间也会越长。学生的参与，令教师的授

课积极性也会提高，会提升教师在教学上的成就感。 

二、学习兴趣和学习目标 

好奇心是人的本能，小孩子会对很多现象产生好奇心，表明他喜欢接受新事物。 

教师要把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到对知识的探索上来，这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求

知欲。强烈的求知欲会促使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想知道得更多。 

学生要学好，一定要有自信心——“我能”。他才会想去探索、实践，去克服困难。兴

趣也是学习的动力。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动机。学习要有动机，学生的学

习动机非常多样。为什么到学校来学习？现在的学习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什么帮助？如果缺

乏目标，就很难保持持久的学习兴趣。 

古人告诫我们：“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学生

不可能很轻松地学到知识。从兴趣把学生引进门，学生有了目标、有了求知的渴望，才有了

学习的动力。 

年轻学生的兴趣容易迷散、淡化。教师要帮他聚焦、加深。 

三、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要备好“学生”的课 

要上好一门课，首先要了解你授课的对象——学生的情况。他们的学习基础（上过什么

课？掌握得如何？）、你上的课程在他们整个专业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专业对课程的要求）、

学生对你上的课有什么期望？ 

学生的知识有限、生活经验有限。上课时教师提出问题，要联系学生的实际（包括生产

实际和生活实际）。 

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把知识当成一盘菜，不管学生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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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能不能吃下，更顾不上是否有营养（有用）。 

教师光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知识是构建的，不是灌输的。学

生是通过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新的概念，而不是单纯把所听所读的东西反射到大

脑。 

2、做好课堂教学设计   

课堂上如何提出问题（从什么角度导入）？要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好奇心和兴趣，

使学生很快进入学习状态。 

讲课要突出重点，重要的内容和概念要不断追问、逐步深入展开，引导学生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往往来自于意犹未尽。准备好结束语，是重复重点内

容的好机会，干脆有力的结尾能加深记忆。为下次课埋下伏笔更好。 

3、改进教学方法  

教师在课堂上除了采用启发式的讲授方法外，还可应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如互动式教

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PBL）的教学法等。 

用什么教学方法与课程性质、内容、要求有关，也与班级大小、人数多少、教师和学生

的教学习惯等因素有关。改进教学方法的目的是增加学生的参与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

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4、用好教学手段和技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 60 条指出：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我们要关

注信息时代教与学的发展趋势，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水平，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理

论教学，增大信息量，节省课时。 

当前的教学手段，讲授仍是最主要的，其余为辅助手段。 

我们经历了黑板和粉笔、挂图、幻灯片、台式投影仪和胶片等，现在已较普遍使用计算

机做课件。使用多种教学技术，目的是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5、保持学生学习兴趣，也要注意有张有弛 

有人做过研究，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约为 15-25分钟。适时要改变一些教学方法或技

术，如提出一个简短的问题进行互动、放一段视频、设计一个小游戏等。 

教师和学生 5 秒钟的眼神交流，也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注意力。每节课学习的新概念或

知识点，不宜过多。如大于 4-5个教学点，学习效率反而下降（当然和教学内容有关）。 

观点集萃 

（学生）：有的同学上课低头玩手机、看小说是因为已经养成了一种不良习惯。有的时

候一开始没有听懂，没能跟得上老师的进度，就对随后的课程没了兴趣，索性不听了。 

（学生）：有的同学认真上课可能是因为该课程的学分比较多。到课率高但是抬头率低

的原因可能是出于老师点名的压力不得不出席，但是却对课堂内容没有兴趣。不同学生的个

人目标不同，有的想出国，有的想创业，所以求学目的也不同。大多数人平时玩的多，到了

考前突击一下，也能考个不错的成绩。 

（学生）：如果老师只是一味的讲授但不发问，单纯的讲理论知识，学生容易失去兴趣。

所以老师讲课过程中应该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和互动。此外，如果老师能

在课程中插入一些实时性强、关注度高的新鲜话题，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老师：1、有的学生考前突击 ppt复习，对此我不提倡给学生 ppt。2、有的学生上课虽

然没有听讲，但是他们不是在玩，而是在做其他课的作业。如果学生对课程有足够的把握，

我赞成学生自由安排时间，只要他不干扰别的同学。3、关于到课率的问题：除了学校手册

的硬性要求，我利用课堂上发纸条的方式要求学生给予反馈，也达到了点名的目的。4、学

生安静的上课，并不代表就是对课堂有兴趣。有可能学生只是被老师讲的某个故事或者例子

所吸引了。我们还是要研究如何使学科本身吸引学生兴趣。5、老师的表扬很重要，给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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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学生表扬，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很多学生以结果为导向，看重分数。学生认为现在所学的知识没有用，可以

等到工作的时候再学习。所以老师可以多给学生灌输一些现在所学知识的应用，教学生如何

学以致用，对学生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老师：1、自然科学要像电视小品类节目一样讲出“包袱”是很困难的。学生的兴趣与

课程本身有关，如果课程本身对学生的学习工作有用，他们自然会很有兴趣。所以在课程开

始老师就应在绪论课中说明这门课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有何作用。2、在讲述每一个

基本概念之前，老师都应该设置问题，课程讨论也是必要的。重要问题的提出要与学生的基

础相联系、与授课背景相呼应。3、学生学习的动力非常重要。一个有责任感的学生会对自

己的发展规划、工作领域需要具备的知识都很明确，也就会主动的利用各种手段去学习。 

老师（讲授机械设计）：作为老师应该在课前做好准备工作，把自己要讲的内容弄熟练。

要在合适的时候，揣摩学生心思，从学生的角度提问题。虽然工科很难设计“包袱”，但是

可以故意设置“陷阱”，引发学生思考。此外，随堂练习，适当的计入平时分数中，也是调

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学生注意力的方式。 

老师：授课过程中教师是主体，上课的最终目的是把老师自己懂的教给学生。应当注意

学生的反应，尽可能的把自己所学教授给学生。现在老师的学位都很高，在专业知识方面应

该不存在问题，但是在讲课艺术上还要下功夫。“打铁还需自身硬”，老师要想吸引学生，需

要自己的努力。 

老师：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尤其是理工科的教师，不能只专注教学，没有科研基础，否

则上课也是没有底气的；没有教学基础，也做不好科研。科研和教学应当兼顾，这是教师对

自己应有的要求。但是作为学校，不能只注重科研，应提倡教师将科研功底与教学相结合。 

    老师：学生学不好是由于老师没有教好。我们用四年的时间培养学生，大部分时间依靠

的还是课堂教学。一个只满足于工作量，没有担当的老师是可悲的。教师应当珍惜自己的每

一堂课。绪论课很关键，老师在上第一门绪论课时应当交代清楚本门课的作用，这涉及了学

习目标的问题，而目标是学习的动力。 

老师：可以发动学生寻找教材中的错误，使学生的积极性高涨。 

老师：现在的学生群体获取知识有自己的特点，有各种各样的渠道。作为学生自身也应

当在学习中有吃苦的精神、态度。 

    老师：老师的经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可能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已

经不错了。教学水平的提高需要老师自己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