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总第 206 期） 

 116 

教育科研 

培养小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之我见 
◆李昌华 

（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城关第四小学  贵州黔东南  556406） 

 
摘要：习惯是人生之基，习惯如何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也可能

导致事业的成败。叶圣陶先生也说过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良好的

习惯。”这句话用最朴素的语言，揭示了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重要性。 
习惯是行为的自动化，习惯一旦养成，就会成为支配人生的一种力量。

然而，良好的习惯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养成的，更不是只要老师来个强

制性命令或者强制性措施就行。而是需要教师和家长共同根据孩子的心
理特点，进行一步一步地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从而

养成习惯。作为教育人的主阵地学校，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改变学生

不良习惯，培养良好习惯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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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主要是三个阶段的习惯培养：即课前

预习、准备，课堂上听说读写思问，课后复习、巩固。我们想就
此进行一点粗浅的探索：  

一、课前精预习为课堂“热身” 
凭借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讨

论并回答有关问题，如果学生对于所讨论的话题了解不深，或者
脑海中的已有知识在活动前没有激活，那么在讨论时学生就会无
话可说，鉴于此，在授课之前应预先给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让学
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通过看书、上网或请教父母等方式了解相
关知识，为课堂教学“预热”。 

1.培养学生自觉预习的好习惯 
一节课，学生预习了再上和没预习直接上，效果差异性是很

大的。每一节课，不仅仅是计算课，都要加强培养学生预习的好
习惯，了解下一节课将要学习的内容，这将是学生在学习的道路
上终身受益的。 

2.给予学生必要的预习指导 
很多老师说让学生预习，他们就是形式上的翻一下书，预习

了也没什么效果，而学生呢，听到老师布置的是预习作业，他们
脑子里的反应就是今天没有作业，让这种预习成为空作业。 

其实，学生上课学习需要老师的指导，课前预习工作同样也
需要老师的指导引路，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你的学生不会预习，
那就要教他们方法，给他们提一些带有指导性的问题，让他们带
着问题有目的性的去预习、去解决，会预习，那么，预习工作就
不白做，它能让你的课堂用更少的时间进行更有效的学习。 

二、课堂六法宝助力好习惯 
课堂中学生的学习习惯总结为六个字：听、说、读、写、思、

问。 
1.听。即学会倾听的习惯：听老师说，听组内同学说，听他

组同学说！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会倾听他人的讲解，只有
认真倾听才能提出不同的见解，让学生在“自助、互动”中学习，
当然小组长要监督易“开小差精神不集中、贪玩的组员，给予及
时引导，从而帮其改正不良习惯！在其他组发言时更要认真倾听，
听其正确观点，纠其错误观点，或补充发表自己的见解！ 

2.说。即积极发言的习惯。小组合作中，让每位组员都发表
意见。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地让那些不善于表现自己的同
学代表组内发表意见，要多给他们表现的机会，让他们更多地感
受成功的快感，感受到“我也行”。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特别
重视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发言时声音要清晰、响亮，说
话要完整，要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对回答的问题师生要给予客观
的评价。 

3.读。即自主预习，学会看书的习惯。小组合作学习的前提
就是自己先来自学。要做到认真，仔细，拿着笔边看，边思考，
边做标记！培养学生认真阅读课本的习惯，正是培养学生自学能
力的开始。教给学生看书的方法，养成学会看书的习惯，培养学
生自学能力。这一阶段教师要巡视课堂，及时纠正不看课本或走
马观花的学生的不良习惯。 

4.写。即做好课堂笔记，做好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的习惯。

要注意培养学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书写工
整、答题格式规范的习惯，以及及时改错的习惯。在此要注意发
现已学习的内容却无任何标记的同学，让组长给予帮助。注意纠
正答题时三言两语，投机取巧，抄袭别人作业与马虎了事的坏习
惯。从而在考试中自然而然地养成认真答题的好习惯。 

5.思。即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先安排适当的时间让学生进
行自主学习，培养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也让他们对问题的理解
和解决产生自己的见解。这样，在小组合作交流时才有话可说，
从而避免了部分学生的从众心理。同时，也给那些不爱动脑筋思
考或学习有一定困难的学生提供了动脑筋的机会，促进了他们思
维能力的发展。 

6.问。即提出问题的习惯。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自己
去发现问题，给学生质疑的机会和足够的时间。采取各种形式引
导他们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并追根问底，敢于提出不同见解，
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新授课，复习课，习题课，讲评课都
应给他们创造机会来质疑，慢慢培养他们提问题的习惯。  

三、课后“温故而知新”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就是说，复习过去的知识能得到很多

新的收获。这个“新”主要指的是知识达到了系统化的水平，达
到了融会贯通的新水平。首先，知识的系统化，是指对知识的掌
握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从整体、全局或联系中去掌握
具体的概念和原理，使所学的概念和原理回到知识系统中的应用
位置上去。其次，知识的系统化，能把多而杂的知识变得少而精，
从而完成书本知识由“厚”到“薄”的转化过程。系统化的知识，
容量大，既好记又好用。最后，系统化的知识有利于记忆。道理
很简单，孤立的事物容易忘记，而联系着的事物就不容易忘记。
想搞好知识的系统化，一要靠平时把概念和原理学好，为建造“知
识大厦”备好料；二要肯于坚持艰苦的思考。思想懒汉，逃避艰
苦思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好知识的；三要学会科学地思维。 

此外，还应培养小组合作的习惯。乐于合作，积极地去合作，
组员之间相互帮助，尤其是组长，要养成帮助后劲组员的习惯，
每次合作时自觉地去帮助他们，这对组长应是一个较高的要求。
这就需要老师给予及时地评价激励，对有进步的学生表扬时应对
其组长的付出表示肯定！从而将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发挥到极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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