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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积极因素　激发学习兴趣

宁劲松
(安徽省直职工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本文通过对计算机专业基础课《电路及磁路》的教学实践 ,认为发挥学生的积极因素 , 培养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能调动学生潜在能力的发挥 , 并且是教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 从培养 、引导 、保持学生的最佳学习

状态等方面阐明了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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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和从事某种活动

的意识倾向 。它表现为人们对某种事物 、某项活动

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的情绪反应 。
[ 1]
它是在需要的

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 ,需要的对象即是兴趣的对象 。

通常人们对感兴趣的事物可以产生集中而持久的注

意力 ,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和复杂的思维活动 ,以至产

生积极的效果。

学习兴趣能有效地诱发学习的积极性 ,产生积

极获取知识的动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 ,不仅

能提高学习的质量 ,而且能促使 、调动潜在的能力得

以发挥 ,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 , 树立良好的学习心

态 ,并且能成为终身受用的获取知识的金钥匙 。因

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是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

1.兴趣对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影响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仅可以提高和加快其

掌握知识的速度 ,更重要的是养成学生学习的自觉

性和积极性。学习兴趣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

思维方法 ,对学习产生愉快的学习心理 、增强克服困

难的决心和毅力 ,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 ,全面提高学

生的思想水平 ,心理素质和研究能力。

心理学认为:自觉学习和被动学习其效果将产

生明显差异 。教学中已被大家所认同:自觉主动地

学习 ,越学越感到自己的不足 ,并能激励自己更加勤

奋的学习;被迫学习就感到枯燥而无味 ,越来越厌

倦 ,最终失去学习兴趣。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发挥

积极因素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善于引导 、启发学

生 ,使缺乏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学生逐渐把被动学习

转而成为积极主动地学习。

与兴趣相联系的是自觉和积极 ,它们之间存在

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关系。对学习越有兴

趣 ,就越自觉越积极地去学习 ,投入的劳动和精力就

越大 ,取得的效果越显著 ,越能在学习上 、事业中获

得成功 ,而获的成功又能增加学习兴趣 ,形成一个良

好的循环状态 。但凡有所建树的人 ,无不对自己的

事业充满着兴趣和执着的追求。

2.提高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方法

提高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 ,但在实

际操作中必须针对教学实际 ,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 ,

不同的教学环境 ,选择切实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教学。

计算机专业有《电路及磁路》这门课 ,由于较强的专

业性和严密的逻辑性 ,学生对这门课常常感到枯燥

乏味 ,如何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提高教学效

果 ,是能否教好这门课的关键。

2.1　调动学生的求知欲

在教学中 ,首先介绍本课程的学习任务和主要

内容及这门课在专业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阐明电

路与磁路的知识和技能不仅是学习后续课程的基

础 ,也是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的有力工具 ,没有坚实的

电路磁路理论基础 ,将无法学习后续课程 ,更难想象

在今后的工作中成为有作为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用

88

2000 年 11 月

第 18 卷第 6 期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hu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ov..2000
Vol.18 No.6



有限的时间 ,就让学生认识到学好本课程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产生了求知欲望 ,激发了学习兴趣 。在随

后的教学中 ,不断地设计此类求知意境 ,将其贯穿于

整个教学之中。具体是:在讲授一个新知识前 ,提出

一个让学生用已学知识和习惯方法难以或不能解决

的问题 ,使学生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 ,进而引起学生

新的需求 ,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得到增强与提高 ,同时

激发其思维的积极性 ,让他们带着解决问题的态度

来进行学习。例如:在讲“基尔荷夫定律”一节时 ,设

计一个用以前所学的解题方法不能解决的电路计算

问题 ,双电源供电电路 ,让学生考虑 。此电路是一个

最简单的复杂电路 ,看似简单却不能用电阻串并的

方法来解决 ,在学生充分讨论寻求解决方法均无效

的情况下 ,引出基尔荷夫定律 ,使学生豁然开朗 ,收

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即利用教材内容的新异

性 、悬疑性 、差异性和确定性 ,创设问题意境 ,引起学

生认知冲突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2]

2.2　引导学生积极思维

教师在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时 ,怎样才能使学生

较容易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呢?这就需要调动引导

学生的学习兴趣 ,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 ,要善于激发

学生的积极思维活动 ,引导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

启发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求知欲和主动

性。[ 3]在讲授知识的同时 ,有目的的把思维方式传授

给学生 ,以求拓宽学生的思维广度 ,例如:在讲“电路

的一般分析法”一节时 ,可采用多种思维方式来启发

学生思考若干种解题方法 ,从中找出最简单有效的分

析计算方法 ,这样既可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深刻的

理解 ,又可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 ,使其保持较强的注

意力和兴趣 。在教学实践中 ,我深深觉得“充填式”的

教学方法只能使学生感到厌倦 ,启发式为主的教学方

法不但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能有效

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关键在于教师要

善于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3]

2.3　以课堂语言吸引学生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课堂语言较大程度上

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这充分说明

语言在教师传授知识中的重要性 ,由于《电路及磁

路》的内容较枯燥抽象 ,所以对课堂语言的要求更

高 。首先 ,语言要符合科学性 ,要准确 、精炼 、条理清

楚 ,其次语言要形象 ,要有直观性和启发性 ,太通俗

象一杯白开水 ,淡而无味 ,过于专业又枯燥而使人厌

倦 ,所以既要有生动活泼的语气 ,又要有优美的形象

描述 ,把抽象化为具体 ,同时注意语调的变化 ,通过

听觉的刺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思维想

象 。总之 ,课堂上必须注意重点突出 ,层次分明 ,逻

辑严明 ,语言精炼 ,语调生动 ,具有吸引力 ,才能促使

学生以积极的心态 ,保持最佳的学习状态 。

2.4　讨论和辅导相结合

讨论是发挥集体思考的最佳形式 ,是提高学习

兴趣的重要方法之一。采用讨论的方式 ,能使学生

思路开阔 ,使人兴奋 ,易产生灵感 ,使结论更具逻辑

性和科学性 ,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 。在教学

中 ,有计划地选取适当的章节 ,改变教师讲 ,学生听

的模式 ,由学生自己阅读 ,在阅读的基础上讨论 ,提

出问题 ,分析问题 ,从而使学生理清思路 ,明确概念 ,

更加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

课堂讨论是发挥集体思维的方式 ,但对于某些

学习较差或性格内向学生 ,可采取个别辅导的方式 ,

充分提高这些学生的自信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也必须采取个别辅导的方

式 ,引导他们进入更高层次 ,因人而异 ,因材施教 ,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以求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

结束语:人的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 ,学

习动机中 ,最现实 、最活跃的成分是兴趣。在教学的

各个环节中 ,教师应积极地参加教学方法的改革 ,加

强学生的主体意识 ,从激励学生学习兴趣的角度出

发 ,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 ,不断总结经

验 ,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 ,为社会培养出

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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