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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如何培养小学生的良好习惯 
王华君 

（大安市丰收镇中心校  吉林省大安市  131300） 

摘要：习惯是可以决定命运的。因为个人习惯差异而个人命运不同，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因为由于个人习惯而改变个人命
运的实例却举不胜举。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开始，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为自然，对于一名小学生而言，是受
益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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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学校课堂是学生成长学习的主阵地。有的学生能在

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在教师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中学的比别人
快，掌握得比别人好，理解得比别人透，不是他的智商比别人高，
而是他的学习方法比别人更优越。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是需要长期
的、刻意的培养才能够形成。短暂的课堂时间，教师是不可能面面
俱到的传授讲解的，事实证明要想学得又快又好，就要有一个良好
的课堂学习习惯。 

课堂中的良好习惯，就是学生能够自律的遵循教师的引导和讲
解，主动用眼观察，动手操作，让脑思考，提笔记录，从而达到最
快的理解、掌握课堂所学知识的一种行为。久而久之，行为成自然，
自然变习惯。 

同样的习惯是有好有坏的。印度有一句古谚语：播种一种行为，
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
获一种命运。这个谚语是被公认为一种真理的存在。 

行为即习惯。习惯是可以决定命运的。因为个人习惯差异而个
人命运不同，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因为由于个人习惯而改变个
人命运的实例却举不胜举，这里不必赘述。学生尤其对于小学生来
说，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开始。儿童时期的生理特征，不过是心智已
开，心性未成，正好处于习惯养成的最关键期。这一阶段是幼儿期、
初高中阶段都无法比拟的：一是刚说的小学阶段是身心的发育发展
阶段；二是小学阶段年限长。六年的时间，就“21 天法则”而言，
能培养出多少个好习惯呀？ 

一个好习惯，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来重
视一个能改变命运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吗？而且在此阶段养成的好
习惯，对学生将来为人处世、适应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校园生活是学生集体生活的外在体现，是培养良好习惯的大熔
炉。习惯受外界熏陶的因素很多，课堂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养成场所。
小学生的特点就是自控能力差，随意性和主观意识多，这就需要教
师有目标、有目的的进行刻意培养。那么，如何在课堂中培养学生
的良好习惯呢？ 

一、全神贯注的听 
听课是学生每天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但学会听并不是件简单

的事情。首先要强调学生认真听要求。教师讲课一定会先讲一些本
节课的具体要求，比如本节课的学习目标，知识重点，要让学生牢
记于心。对于重点内容，教师一定会特别强调，学生这时就一定要
根据之前的具体要求，结合书本内容，抓住重点来听。 

其次，要与思考结合。“老师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这个
问题与学习的知识有关联吗？”然后再通过教师的讲解，把疑问解
开，把问题解决。总之是要紧跟教师的思路和引导去听，再把听到
的内容内化为一种思考，就会对教师所讲的内容加深了解、加深印
象。 

二、自信大胆的说 
一是要带疑问的说。在带着问题听的过程中有疑问，就要在适

当时机举手向老师提出自己的质疑，争取老师或同学的帮助；二是
有条理的说。一定要要求学生把要说的话表达得清楚又完整，且要
声音洪亮，大方有度，情感充沛。能够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的疑问或
是已有的答案，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再加之教师刻意的去培
养语言的表达、语法的对错、说话的流畅、情感的表现等，无形中
学生在语言表达能力上又有了提升，使内在的自信与外在的表达都
有了收获。 

三、熟练流利的读 
这方面在语文课上和英语课上表现多一些，但其他学科一样要

重视。根据《语文新课程标准》2011 版中对读的最终要求是：能够
运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读这一具体要求，流利地读显
得很重要，为什么呢？“流利”的标准是在“正确”和“有感情”
之间，是承上启下的，也是对学生尽快实现阅读的基本要求。所以

在课堂上，只要有要求读的，不论哪一学科，教师一定要注重对“流
利的读”的要求和培养。课堂上要留给学生熟悉读的内容的设计，
还要设计有指名读的环节，一遍不流利就读两遍，两遍不流利读三
遍……在不影响整个课堂时间设计的情况下，一直达到“流利读”
这个硬性指标。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学生的一种鞭策和督促，让学
生自己意识到不足，以便在以后的学习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训练提
升。 

四、规范工整地写 
在语文的五个基本要素“听、说、读、写、书”中，“写”意

指习作。今天谈习惯养成，我且泛指为书写吧！教师一定要对学生
的书写有具体的严格要求。 

首先是书写姿势。现在不是要求书写时要做到“三个一”吗？
“眼离本一尺，胸离桌一拳，手离笔尖一寸”，这个是对书写坐姿
的要求，大家都很认可。对学生的握笔姿势，也一定要教会。书写
时，时刻纠正学生对以上要求做不到位的动作，持之以行，久之成
型。 

其次是书写要规范工整。小学阶段，以汉字为例，书写不提倡
用其他笔体，只要求写楷书。如果六年级有天赋的学生练书法，可
以写一写行楷。“笔画工整、间架合理”，这是基本要求，要打好写
的基础，包括英语单词，阿拉伯数字及数学符号等等。规规矩矩，
工工整整，横平竖直，如同做人。 

最后是书写的美观，除笔画运用、间架结构合理外，书写时的
布局谋篇同等重要，一张纸内容不多，标题怎么写，写几段话，怎
样去留白等，学生到了高年级就要刻意去培养，这也是对学生一种
美育的要求和需求。 

五、抓住重点的记 
小学阶段高年级建议要学生课堂要记笔记，这是对学生能尽快

抓住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并能及时记录备忘的很好的学习方法。
尤其初高中的课堂，这一方法简单有效的能帮助学生在回顾课堂学
习内容时，起到备忘巩固的作用。 

还有就是有的教师讲课会大胆拓展延伸，倏忽间会神来一笔，
灵光一闪又精彩一句。有做课堂笔记习惯的学生会马上抓住这个镜
头，为自己做了积累，也有了书本外的收获，而不是一听而过，忘
于脑后。很多学生会得益于教师那些精彩瞬间言语的记录。同时教
师先要有要求，在说话或板书时有意识提醒学生去记，这样长期以
往一定会培养出学生记课堂笔记的习惯。 

六、有意识提前备 
教师要经常询问学生你知道今天有哪些课吗？第几节是什么

课？这让学生每天每节课都心中有数，要上哪些课、下节课是什么，
这是对学生做事要有准备，有头绪的一种培养。而且每节课下课前
都要强调一句“同学们，请把下节课的用品准备好”，并且要求在 8
至 10 秒钟后再宣布下课。 

一个人能够有条不紊的处理自己的各项事情，这些课堂细节的
培养，都是有一定帮助的。现在的学生想的少，等、靠、要思想严
重，吃“等食”已习以为常。培养为每节课做准备，一是不至于上
课后慌乱，又找书又拿本的，二是培养了学生做什么事情都要提前
有准备的好习惯。 

总之，良好的行为习惯并非一朝一夕，课堂良好习惯的养成亦
非一蹴而就，要有久久为功之力。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每一节
课中，好习惯是要靠教师的不断叮嘱、告诫、纠正来实现的。 

少年若天成，习惯成自然。当一个好的习惯成为自然，对于一
名小学生而言，将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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