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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培养学生细致有序审题习惯的研究
刘　阳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佟江小学，吉林 遵化 134000）

摘要：学生普遍存在着理解题意的能力较差、审题不清的问

题。审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审题能力是一种获取信息、分析信息、

处理信息的能力。它需要以一定的知识水平为基础，更需要有良

好的读题习惯。部分学生难以灵活应用所学的知识正确地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也无法谈及创新思维的发展，因为在学生的头脑

中还没有形成细致而有序的审题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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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学习中，许多学生解题错

误的原因是没有看清题目、没有读懂题目的意思。只要再把题目

读一遍，或者让他们自己再重新做一次，他们就会做对了。是不

是粗心惹的祸呢？其实，在粗心和马虎的背后暴露的正是学生审

题能力的薄弱。学生普遍存在着理解题意的能力较差、审题不清

的问题。审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审题能力是一种获取信息，分

析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通过培养学生仔细

审题的学习习惯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就这些体会简述如下。

一、培养学生的思维

审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审题能力是一种获取信息，分析信息、

处理信息的能力。小学阶段的孩子，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过不

断培养，良好习惯就会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最后内

化为自身的一种素质而长久地固定下来。坏的学习习惯总在无意

识地机械重复中养成，好的学习习惯靠有意识地一次次自觉练习

而巩固。

学生审题习惯的好坏其实取决于学生所处的学习氛围和对他

们的学习要求。部分学生的审题习惯较好，学习热情高，兴趣浓，

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控制自己，从而把良好的审题习惯转化为一

种能力，有效地促进了学习成绩的提高，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另

一部分学生的习惯较差，具体表现在：课堂上不能至始至终认真

听讲、积极发言；课后不能主动地进行审题、复习、课外阅读等

工作；家庭环境差，父母忙于工作，不太督促、过问孩子的学习

情况，导致有些学生家庭作业拖拉，质量差。其实，最大的问题

莫过于学生自控能力差，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

二、培养学生的仔细审题的良好习惯

（一）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训练仔细审题的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习惯是从实践中培养出来的，知道一点做

一点，知道几点做几点。积累起来，各方面都养成习惯，而且都

是好习惯，就差不多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首先要立

足于课堂，抓住课堂这个主阵地，牢固确立“以学生为本”的课

堂教学理念，结合教学内容有机地进行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上

好学习习惯指导课，着重对学生某一方面的学习习惯进行指导，

做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者。教师要坚持长期指导和训练，学生就

能在教师督促与感受中逐渐养成了仔细审题的习惯。

（二）用激励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仔细审题行为

学生能够认真地进行审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老

师强加他们的，而是要从他们自身的内部产生动力，形成一种积

极进取的行为，必须经过长期的强化训练逐步形成。通过评价引

导强化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促使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我们结

合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在班级中建立相关奖励制度。如建立进步表，

每次作业仔细情况按五星制记录，一个月总结一次；如根据学生

的表现不定期的评比“仔细星”“认真星”“进步星”等，以此

鼓励学生做的更好；如开展学生作业展评观摩、进行各科知识竞赛，

并且评出一、二、三等奖，并对获奖者进行奖励。

（三）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解决

在研究实验中，我们发现一些学生仍然有审题不细心的习惯。

学习习惯是一种稳固的神经联系，形成时间越久，矫正就越困难。

所以在教学中，我们细心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发现问题通过个

案分析了解不良学习惯形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及早纠正学生

不良学习习惯。

三、培养学生“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就是要善于抓住阅读题、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

中的关键字、词或句，准确理解其表达的意义。在读题审题的过

程中抓住重难点是学会审题的最高境界。学生一旦能在读题的过

程中能找到的重点词和关键句，并能在此处仔细品味、认真思考，

从中发现文字背后的含义，便会达到融会贯通的意境。所以我要

求学生要分三步读：第一遍阅读要解决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

为流利阅读扫平障碍；第二遍，要求学生边读边思考，画出重点

词语；第三遍，仔细推敲字、词、句的准确含义，已达到理解题意。

只有学生在审题中养成认真推敲、咬文嚼字的习惯，才能真正理

解题意。

四、结语

总之，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该主动尝试一些做法来培养学

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如课堂练习前，给某些习题适当的提示，以

培养学生良好的审题习惯；试卷讲评时，选择典型错误分析，培

养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辅导答疑前，让学生充分表达学生对题

意的理解，多问几个为什么，使其症结暴露无疑，有针对地帮其

纠错，以求阅读、思考、分析能力的全面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