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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崔丽华

云南省玉溪五中　云南玉溪　653100

摘　要：良好学习习惯是促进学生取得较好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习惯可以使人终生受益。本文以目前初中生学习习

惯为出发点，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对初中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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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的学习特点
1. 初中与小学相比，课程增多、知识量猛增、知识点多、

信息量大，时间短、难度加大、作业量大。
2. 初中学生有升学的压力，要求他们要明确学习目的、

掌握学习方法、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二、几种不正确的学习观
1. 只要勤奋就行：这种观点不正确，它把勤奋和努力强

调到了绝的地步，而忽视了良好学习方法的作用。
2. 只要愿意学就行：这不正确，学习要有目标，要有的

放矢才行，除了学习的主动性，由科学学习方法养成的良好
习惯也是不可缺少的。

3. 学习时间越长越好：这不正确，学习效果并非取决于
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学习的质量。

三、如何培养孩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养成课前要预习的习惯
预习能提高听课效率，对培养自学能力，发展智力也有

很大作用，养成了良好的预习习惯就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从而不断提高学习成绩。

1. 在重点学科中选一门或两门孩子的弱势学科进行预习。
2. 预习的时间每科不超过 20 分钟。
3. 预习的方法：读、画、练。

（1）读：每科用 10 分钟的时间通读教材，找出困难或不
懂的地方，把不理解的内容记录下来，第二天带着问题听课。

（2）画：预习时把重点、难点、关键词画出来。
（3）练：预习的最高层次是练习，预习要体现在练习上。
（二）养成认真听课的习惯
1. 充分做好课前准备
在学习中，课堂听课效率的高低决定孩子的学习成绩，

要提高听课效率就必须做好课前准备工作。
2. 听课要全神贯注
全神贯注地听课，即高度集中注意力，充分调动多种感

观参与听课，不一心二用。努力排除听课干扰，做到眼到、
耳到、手到、心到；边看，边听，边想，边写，思维处于高
度竞技状态之中。

3. 积极认真地思考
“思则明，不思则暗”，没有思考，理解新概念，掌握新

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便是一句空话，听课的实际意义也就
不复存在。课堂上的积极认真思考，就是要思考所学内容的
来龙去脉，它与旧知识的联系以及在实际中的运用。

4. 记好课堂笔记
为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有利于课后复习巩固新

知识，同时培养记笔记的能力。学生在课堂听课中，要学会
记笔记，这也是听好课，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学习艺术。

课堂笔记尽量要用短语、数字、图表及各类符号，眉目
要清楚，语言要简练，代字要清晰，写的要快，以减少记录
时间，从而使听、看、记、思相互结合，并能及时对讲授信
息作出反溃。

（三）养成每天制定学习计划的习惯
1. 要求学生在每天下午放学时根据老师布置的作业利用

几分钟的时间在计划本中写出当天的计划。

2. 计划内容包括：各科内容复习的时间、各科作业需要
的时间、文科内容需要背诵的时间、课外需要加强的科目内
容及时间、选一个弱势学科预习的时间。

3. 要求家长每天晚上认真检查孩子的作业，检查所有计
划是否完成，并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孩子调整学习计划。完成
后家长在计划本上签字并写上简短的评语。

（四）养成先复习后做作业的习惯
学习了知识以后，一定要复习。复习时高效率学习的重

要一环。通过复习，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学会
应用。

（五）养成计时做作业的习惯
1. 要求孩子做作业要文理交叉，避免疲倦。
2. 按照计划中所写时间限时作业。
3. 每完成一个学科的作业适当休息，在家和在学校一样

正常作息。
（六）养成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
1. 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不准抄袭他人作业。
2. 遇到难题时先放下，全部作业完成后再请教老师或

同学。
3. 可配备一个难题本，抄下题目第二天问老师。并累计

难题作为复习资料。
（七）养成改正错题的习惯
1. 每个学科配备一个改错本，要厚本子，供三年使用。
2. 抄写原题，写出错在什么地方，分析错因。
3. 每隔一段时间认真复习一遍，要求家长定期检查。
错题本的使用贵在坚持，只有持之以恒才能见到实效。

只要我们要求学生按照上面的步步骤和方法坚持下去，成绩
一定会有明显提升。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错题本，整理和利
用好错题本。

四、结论
总之，习惯是通过条件反射而形成的动力定型，属于第

二信号系统，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习惯是一种主宰人生的、
顽强的、巨大的力量。正如乌申斯基所说：“良好的习惯乃是
人在他的神经系统中存放的资本，这个资本会不断增值，而
存放者一生中都会享受着它的利息。不良的习惯则是无法偿
清的债务，它会不断增加利息，并以之折磨债务人，消失他
的创造性，直到彻底破产。当然，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学
习方法的掌握、学习能力的提高过程，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艰
苦的过程，也是磨炼学生意志、性格、品质的过程，对此，
教师一定要从小、从严、从点滴小事抓，要抓住现在这个初
中阶段的最佳期，使我们的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参考文献：
［1］《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2］《魏书生教育教学艺术 . 第四卷〈教书育人〉》.
［3］ 孔娜：《高效学习》，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4］ ［俄］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第１卷，科学出

版社，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