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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如何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策略探究
孔德良

（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太极中学，甘肃 临夏 731100）

摘要：养成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青少年在学习道路上的助推器。当下部分青少年的学习习惯不被看好，

通过家庭、学校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敦促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给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行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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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的学习习惯现状

（一）家庭因素

1. 说与做的不平衡。一些家长要求孩子心无旁骛专心学习，

自己却心向娱乐或追剧。没有给孩子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和

正能量的榜样。

2. 收与放的不平衡。绝大部分孩子使用手机很频繁，家长因为

溺爱或不做调查就任其所为，以至于孩子沉溺于网络里放任了自己。

3. 严与松的不平衡。部分孩子由爷爷奶奶照看，爸爸妈妈如

果在学习上要求严的话，家庭气氛势必紧张。迁就之下父母对孩

子的管教就放松了。

4. 理与情的不平衡。一部分家长由于学历原因，在孩子教育

的问题上认知偏颇，总觉得孩子还得由老师教育，自己不懂教育

规律，只是给予亲情的点拨，也就疏忽了对孩子学习习惯的督导。

（二）个人因素

1. 自觉性不足。家庭中缺少对孩子启蒙习惯的养成，导致了

孩子对自我的约束力降低。

2. 上进心不强。家长是孩子最近的榜样，但是部分家长自身

疏懒，生活无规律，其养成教育榜样可不敢恭维，孩子也就不能

出其右。

2. 目标性不明。孩子从小阅读量少，价值观的形成晚，没有

树立远大的理想，动力不足。

（三）在校因素

1.作业拖沓。偷奸耍滑，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者有之；偷工减料，

作业不完整者有之；投机取巧，坐享其成者有之。

2. 预习耍滑。做不到提前预习功课，为应付老师检查就以圈

点勾画的形式在书本上留下痕迹草草了事。

3. 听课费神。老师会经常强调“向课堂 45 分钟要质量”，一

部分孩子的课堂就是劳神费力，他们等不到一节课的结束。

二、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建立稳固的生理和心理之“动力定型”，在学

习上会起到充分的量化效果。

（二）有利于形成做事时条件反射的自动控制力。如果没有

好习惯，做事会手忙脚乱、丢三落四、心烦意乱。

（三）有利于产生学习兴趣，对学习形成亲和力，在自己的

潜意识里对学习有强烈的渴望。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我们独立学习、专心思考、总结要点、学

有所成的杠杆，也是一个人享用一生的财富。反之，不良的学习

习惯将阻碍他优秀的、卓有成效的发展。

三、青少年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对策

（一）发挥学校特有的活水资源

1. 榜样引领。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是无穷的，以周身学

习成绩优秀者为榜样，了解和学习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给自己

找到参照物。

2. 规矩引领。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每一项规章制度，特别是

作息、作业、课堂等方面的规定，如果必要的话老师要强行让他

遵守，争取让学生做到将规则内化于心。

3. 信心引领。教师要及时点赞学生的良好表现和进步，哪怕

是细小之处，千万不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让孩子在每一次进步中肯定自我，从而坚持自己的学习习惯。

（二）开启家校互促的钥匙

利用家长微信群的平台启动信息共享机制，老师每天发布学

生的在校表现，家长要将学生在家里的表现和日常生活中的相关

习惯等与教师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交流，教师要对家长进行及时的

反馈，依据学生表现，教师和家长适度督促和鞭策，点赞鼓励学

生的好习惯，训诫其坏毛病，家校紧密联系起来，互相监督互相

促进。

（三）重视容易出错的细节

1. 家长垂范。首先，要确保父母亲多管教孩子，别人无法替

代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其次，家长要注意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摈弃自己在家里上网、刷屏、追剧、处事疏虞的坏习惯，注重自

己的每一个错误习惯，及时纠正，传播给孩子积极上进的正能量。

2. 制定计划。学生在校或者在家都要制定学习计划。监护人

要监督其循规蹈矩，并且要注重学生的每一个计划环节，从细节

着手，如有疏懒，及时督促其改正。经过 3-4 周的坚持，良好的

学习习惯一定会卓有成效。

四、结语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就要强化各种因素，通过学校、家庭、

学生三位一体的养成教育体系，助力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行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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