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策略探析
邵阳市绥宁县李熙桥镇白玉学校 陈柏成

休息日的早晨总是惬意而舒
坦， 就连平日喋喋不休的麻雀此刻
叽叽喳喳的声音听起来也像是悦耳
的音乐，如此甚好!所谓偷得浮生半
日闲， 我慵懒地窝在被子里享受这
一小段惬意而美好的赖床时间。

可老天爷好像偏生不想让我躲
懒似的，宁静很快被打破了，我听到
奶奶细细碎碎的步子接近了，接着，
一双布满沧桑却强劲有力的大手掀
开我的被子， 一张满口长沙话的大
嘴发出让我去超市买一瓶陈醋的指
令。我只觉得一股凉风贯穿全身，浑
身一哆嗦， 慌忙抓过被子重新盖在
身上，并敷衍着奶奶：“好好好，再等
五分钟，我马上就去！ ”

本想拖拖拉拉试图躲过这一任
务， 无奈对方丝毫不给我方喘息的
机会，连珠炮似的话语向我不断“攻
击”，让我不得不败下阵来。 我只好
随意地套上一件衣服，飞奔下楼，准
备买回陈醋之后再补个回笼觉，可
是……脚下传来“咣当”一声。 我睡
意朦胧的大脑猛然清醒，怎么了？本
能地低头一看，哎呀，跑得太急，踢

碎了别人放在地上的茶壶。 这时茶
壶主人一把揪住了我的衣服， 不许
我走了。我抬头一瞧，原来是位老奶
奶，看上去好生心疼，又气又恼，这
下可不好解决了。

果不其然，老奶奶义正言辞地
开始教育起我来：“你这孩子怎么
这么不小心？这么大一个茶壶难道
看不见吗？ 冒冒失失的， 这下好
了，我这壶还怎么用？ 你说这怎么
办吧……”

我慌了神，忙说：“老奶奶，不就
一个壶，至于嘛？ 您说多少钱，我一
定照价赔偿。 ”

老奶奶却不依不饶：“不行，我
要你钱干什么？ 说得好像谁差你那
点钱似的，我要的可是我的壶……”

我愈发不晓得如何是好了。 于
是试探着问：“您现在怪我也没用
了，我又不是故意的，要不然……您
告诉我您这壶在哪里买的， 我去给
你买个一模一样的？ ”

老奶奶得理不饶人：“这可是我
老伴生前买给我的，你赔得起吗？”一
谈到老伴，老奶奶又开始絮叨起来。

这下我是完全的手足无措了，
赔钱不行，赔东西也不要，活这么大
还没遇到过这事呢。

幸亏救星来了,我碰上了正好去
买菜的姑姑， 她知道事情的来龙去
脉以后， 对老奶奶说：“奶奶真不好
意思，把您的壶给打破了，对不起！
对不起！您看您想怎么处理？我们都
好商量，总之一定让您满意。 ”

得了吧，赔钱赔壶都不行，就你
这几句话还指望有啥用？ 我撇了撇
嘴，心里暗想。

没想到，这位老奶奶反倒是不
好意思起来， 忙摇手说：“算了算
了，没关系，也不是硬要你们赔钱
赔东西的，就这么点事儿，赔个礼
就行了。 ”

“是是是，孩子不懂礼貌，您别
放心里……”姑姑忙答道。

赔礼？ 这下我是完完全全的楞
住了。 倒是姑姑和老奶奶闲侃了几
句之后，便带我离开了，只有我的思
想还处于停滞状态。

原来， 打碎东西只需要赔礼就
可以了，我今天刚刚知道。

随着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逐
渐呈现出高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的
特点，新时期的群众文化建设面临的
压力越来越大，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
们需要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将其融入
到群众生活之中，创新设计和组织各
种文化活动，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
同时，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优秀的地方
文化。

一、地方文化与群众文化简述
（一）地方文化
地方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

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
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是特定区域
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
现。 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
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
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它在一
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
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二）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是指人们在本职工作

之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
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
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
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化娱乐
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

群众文化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
关， 它有着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在开展地点方面，群众文化可以深入
到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也可以
集中在广场、文化馆、公园等地。二是
在项目方面，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各
有差别，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文化项目，也有
很多兴趣相投的人集中起来，共同开展文化活动的项目。 三是
在参与人数方面，群众文化可以群体的形式来开展，也可以个
体的形式开展，根据具体的情况而有所区别。

二、挖掘地方文化促进群众文化发展
（一）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
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的内涵。 一是要正确理解地方

文化的含义，它既有广义又有狭义的定义，以此来确定具体的
范围和要挖掘的具体内容。 二是要根植于地方，地方文化始终
离不开地方的人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因素，它是各地人民在漫
长的历史中积淀下来的。 三是要深挖文化的内涵，每一种地方
文化能够生存下去，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所以要深入挖掘
其内涵。

（二）加大地方文化建设投入
地方文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一是政府

及相关部门要加强重视，清晰认识到挖掘地方文化，开展群众
文化活动的重要性，将文化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文化繁荣、人民幸福等方面进行紧密结合，将地方文化发展与
群众文化发展上升到新的高度。 二是要加大对地方文化挖掘方
面的资金投入，地方文化的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持，资金是基本
保障，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投入更多的资金发展地方文化
事业。 三是加大人力投入，地方文化始终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各
地方应加大研究人员的投入， 更加深入地研究地方文化的历
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还可以培养地方文化传承人，更好地传承
优秀文化。

（三）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是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支撑，也是地方文

化走向大众、落地普及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当前文化事业快
速发展的时代，更需要把握地方文化的特点，创意设计更加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地方文化的全新发展。 一
是推动分散活动的开展，及时总结交流群众文化活动经验和研
究成果，掌握活动的整体发展动态，在开展分散活动的时候要
加强科学性的指导，让其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要充分发挥示
范作用，通过目标设定和达成的方式来促进分散活动的全新发
展；另外还应当要加强培训，通过学校、培训机构等各种形式，
培养群众文化分散活动的策划、组织等各方面的人才，不断提
升活动的品质。 二是大力推动集中活动的开展，集中活动能够
在固定的场地，将更多群众集中起来，通过主题明确、内容丰富
的活动形式，让地方文化同时传递给广大的群众。 三是组织开
展阵地活动，要不断提高阵地活动的质量档次，增强馆、站办阵
地活动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更好地与散活动、集中活动进行结
合，全面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一个特点，在各地人民的生活中占据
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
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呈现出多样
化、个性化等方面的特点。 我们应当尊重各地文化现实情况，深
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 与现代社会和群众生活进行紧密结合，
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更加重视和加大投入，为地方文化传
承与群众文化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还应当创新策划各种群
众文化活动，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进来，自觉传承和发扬地方
文化，充分发挥其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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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东西赔什么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G1501班 胡劲子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素质教育
的当务之急。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
有利于素质教育的顺利进行； 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低， 就会阻碍素质教
育的顺利进行。

一 、目前学生学习积极性现状
近几年来， 笔者对本校学生做了初
步调查统计。

统计结果如下： 学习积极性高
的约占 20%左右。 表现在课堂上注
意听讲，能够认真学习，能独立思考
及提出一些问题，能独立完成作业，
书写认真，质量较高，成绩较好；第
二类是有一定的积极性， 约占 30%
左右。 表现在课堂上能注意听课，学
习比较认真， 能独立完成绝大部分
作业。 但由于这部分学生的基础较
差，对问题的理解有一定的困难，独
立思考不足，学习成绩中等偏上；第
三类是学习积极性不高， 也占 30%
左右。 表现为在课堂上能坚持听课，
不讲话，不睡觉，但精力不集中，能
参与学习，但不够认真。 作业不完全
独立完成，不善于思考问题，学习成
绩中等偏下； 第四类是学习无积极
性，约占 20%左右。 这部分学生在课
堂上听课不认真或不听课， 上课爱
讲话，经常打磕睡，学习不认真，作
业多抄袭他人，基本上靠老师督促，
学习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处在应付
和混日子的状态，学习成绩很差。 结
果表明当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不高，一部分学生的综合素质差，
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存在着厌学
的情绪；部分学生文化基础差，学习
又不刻苦，经常处在学不懂的状态，
造成学习兴趣下降； 还有少部分学
生是在混日子。

二、 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影响
因素

（一）社会和家庭影响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

社会风气的好坏、 家庭环境和
家长的态度都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有极大的影响。

（二）表扬和批评影响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

教师巧妙地运用表扬和批评，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自信心及学习效果影响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的自信心越强， 学习积极
性就越高，学习效果也就越好。

（四）师长的期望、师生关系、教
师的情感及教师的综合素质影响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师长期望值的高低影响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师生关系好，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就高；师生的关系闹得僵，
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低。 另外教
师丰富的情感和综合素质的高低也
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 学习态度
和学习积极性。

三、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
策略

（一）充分利用社会和家庭影响
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父母的影响在子女的学习目
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等方面的形
成中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学
生的学习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父母的要求、态度和志向。 家庭关系
比较和谐，父母关心子女的学习，并
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帮助， 子女的学
习积极性就高。 社会、家庭和学校应
密切配合，共同教育好学生。

（二）正确利用表扬和批评，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日常生活当中， 老师应该把
握好表扬和批评的尺度， 该表扬时

就毫不吝惜自己的语言； 该批评时
也应该恰当地批评， 以点醒学生的
过错。 当然，最好把奖惩结合起来运
用，这样会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三)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以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自信心与学习积极性呈正相
关， 让学生树立自信心有利于提高
学习积极性。 1.充分利用课堂空间。
教师应大胆开放讲台、 黑板甚至整
个教室，让学生充分展示自我，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 2. 让学生自己去发
现。 我在教学中发现，一部分同学不
但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 更缺乏主
动观察事物的意识。 所以，在平时的
教学中， 应鼓励和引导学生主动观
察事物，发现问题、发现规律。 3.尽量
让学生独立思考。 教师在课堂上要
创设机会，让每个学生独立思考、解
决问题。 学生逐步有了成功的体验，
自信心得以增强， 学习积极性也会
逐步提高。

（四） 创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
系，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在学习时， 不仅需要知识
的武装，更需要得到情感的满足。 在
教学过程中， 师生情感的交流可直
接影响着学生的认识活动及状态，
创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首先应从
老师做起。

理解学生是创建民主和谐师生
关系的前提，老师必须理解学生，跟
学生建立起朋友式的关系， 及时沟
通，及时疏导，来消除或减少学生的
紧张心理。

教师在与学生的相处中， 应多
一点尊重和关心， 多一些欣赏与夸
奖，多一些交流与活动。

在教育教学中， 我们要做个有
心人，多观察多总结，想方设法去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