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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低年级学生的倾听习惯 
◆李娟娟 

（建水县曲江中心校新街小学） 

 
摘要：学会倾听的能力是学习的最基本能力的基础和保证。教育心理学
家对人的一系列交往活动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听，
听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一个人是否会听还将影响到
他的社会交往能力。而对小学生来说，“听”则显得更为重要了。他们的
主要任务是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式，“会听”
都是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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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就是细心听，用心听，耐心听，这是一种能力，一
种态度，更是一种习惯。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方法
地培养学生学会倾听的习惯，就会使课堂教学焕发出独特的魅
力。那么在低年级教学中，应如何培养学生的倾听习惯呢？我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要“倾听”，即细心听、用
心听的意思，同时也是一种礼貌，表示对说话者的的尊重；第二
层意思是“会听”，就是要边听边思考，理解别人说话的意思，
能记住别人讲话的要点。 

一、指导学生学会倾听，培养学生倾听习惯。 
由于低年级学生的自我表现欲很强，他们往往喜欢别人听自

己说。要想让学生在课堂上养成认真倾听的习惯，首先要教给学
生倾听的方法。尤其是对一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他们对课堂上应
该怎样表现还很陌生，一年级的学生就如同一张白纸一样， 你
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 他便极有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从这个意
义上讲， 只要我们老师教给学生怎样做，学生就会跟着怎样做。
而怎样才能把这一群坐立不安的、好奇心很强的、随时都会搞小
动作的小家伙们吸引到你的课堂上，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呢？这
就需要教师控制孩子的注意力，使孩子保持一种情绪高涨、智力
振奋的状态，使孩子体验到自己在学习知识、进行脑力活动的自
豪感。以往，一直要求孩子们认真听，可到底怎样才算认真听？
孩子们对此认识模糊。老师应该给孩子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
细化了的要求。 

1、细化学生倾听的要求 
我细化听的要求，明确提出“学会倾听要五心”，即做到：

一要专心，无论是听老师讲课，还是听同学发言，都要听清老师
或发言人说的每一句话，脑子里不想其他事；二要耐心，不随便
插嘴，要听完别人的话，才发表自己的意见。三要细心，当别人
的发言有错时，要求学生学会评价同学的发言，做到不重复他人
的意见，自己的意见要建立在他人发言的基础上或者提出新颖的
想法。四要虚心，当别人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时，要能虚心接
受，边听边修正自己的观点；五要用心，在听取他人意见时不能
盲从，要有选择地接受，做到“说”、“听”、“思”并重，相互促
进。倾听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真思考的过程。 

2、指导学生倾听的姿势 
要想养成学会认真倾听并思考的习惯，良好的倾听姿势是第

一步。课上老师要对学生听的姿势给予认真指导。听讲时，腰杆
要挺直，双脚平放在地，与肩同宽，手放好，小眼睛要看着老师
等等。 

二、积极引导培养学生认真倾听同学的发言的习惯。 
刚开学时，我在课堂上提一个问题后，有的小朋友一心想表

现自己，边举手边不停地喊“老师，我来！”，有些小朋友左顾右
盼，好像人家发言和他没有什么关系，还有的甚至跟同学交头接
耳。针对这一情况，我要求孩子们听同学发言时，眼睛一定要看
着对方，以此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认真倾听。要让学生明白听
别人讲话，不是只听“热闹”，而是带着问题去听。然后让学生
以“我对他的发言做出补充。”“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是这样想
的。”等句式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创设良好倾听氛围，激发学生倾听意愿。 
课堂气氛是决定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倾听气氛可以

将师生的心智融为一体，达到充分的沟通。教师可以不断地运用
新颖实效的教学手段来创设课堂活动。如在教学人教版一年级下
册，让学生分清“多一些”、“少一些”、“多得多”、“少得多”等
概念时，学生经常混淆，我就用上这些概念让学生猜老师的身高、

猜同学的身高、猜图书的页数等，举例说明并加以引导。这样，
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应用价值，学生兴趣盎然，没有一个学生开
小差。教学艺术的魅力是可以调动学生追求、探索知识的热情与
潜力，使课堂气氛活跃而不乱。” 

四、采用激励的办法，使学生乐于倾听 
小学生由于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较短，容易分心，因此要采

用多种激励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愿意倾听。 
1.言语激励。 
正确适当的语言激励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也

是培养学生倾听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
点，用真诚的话语鼓励他们，课堂上学生就会逐渐愿意倾听。低
年级的小朋友都比较好强，都想使自己成为老师心目中的好孩
子。因此，在课堂上，身为老师的我从来不吝啬对学生的表扬，
对于能做到认真倾听的学生给予及时地鼓励，对于不能做到认真
倾听的孩子给予恰当的引导，让学生能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获
得成功的满足感。   

2.荣誉激励。 
适当的物质奖励也能激励学生认真倾听。作为老师，我首先

制作了一枚“小红花”的印章，对于每一节课认真听讲的学生就
在他的数学书上印上印章，在以后的每一阶段都对这些会听讲的
学生颁发“倾听之星”奖品 。 

3、及时评价，鼓励学生。结合每周的评价记录，对孩子这
一阶段“听”的表现，做一个总结。评价分为自评、互评、教师
评。内容为老师提出的听的要求。通过评价，发扬优点，更重的
是指出了孩子们的不足，明确了努力的方向。经过“好习惯大家
练”活动，相信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收获。学生的亲身体验更能
引起同学的共鸣，也更能激励同学。 

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会倾听的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全

神贯注是不可能的。课堂上学生有了探究的兴趣了，才能认真听，
仔细想。在课堂上，我们可以利用教材中提供的丰富的教学资源，
充分的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六、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数学、应用数学的习惯 
数学来源实际生活，教师要培养学生从生活实际中出发，从

平时看得见、摸得着的周围事物开始，在具体、形象中感知数学、
学习数学、发现数学。教师除了让学生将书本中的知识与生活联
系外，还要经常引导学生去发现身边的数学，画出身边的数学，
记下身边的数学。如在教学《认识图形》第一课时（认识长方形、
正方形和圆）时，我让学生从家长收集一些形状象长方体、正方
体和圆柱的一些物体，一方面让学生重温上学期所学的关于长方
体、正方体和圆柱的一些常识，同时要让学生感受到我们今天所
学的知识存在于平时看得见、摸得着的周围事物中，让学生在具
体、形象中感知数学、学习数学。 

七、儿歌辅助，促进学生的倾听。 
小学生的自律能力较差，经常不能自觉遵守课堂纪律，需要

时时加以训练。但是，如果教师每节课都在强调上课应该怎么做，
不仅费时，而且久而久之，学生也会感到厌烦。处理这种情况的
小窍门是利用儿歌引路，引领学生逐步养成好习惯。儿歌节奏鲜
明，琅琅上口，易念易记易传，生动有趣，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也是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教育方式。 

学会倾听是一种能力、一种习惯。它具有长期性不是三两天
就学会了。出于学生年龄小，心理不稳定，理解能力相对较低，
要让学生真正学会倾听是项艰巨的任务。因此，要让学生真正懂
得去倾听，首先就需要我们教师怀着一颗对学生充满希望的心，
一颗真诚对学生爱的心，以一种正确的心态，耐心地对待学生出
现的错误，诚心地教给学生倾听的方法，反复抓，抓反复，把学
生学会倾听这一良好习惯在学习中在生活中得到发扬光大，为学
生将来走向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学会倾听。只有我们不断训练
学生学会“倾听”，学生才能拥有“倾听”的能力，学生才能真
正掌握“倾听”这把金钥匙！让我们注意到每一个细节，让新课
程给孩子注入新鲜血液，给他们插上飞翔的翅膀，让孩子们笑得
更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