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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山区一年级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赵  学 

（玉溪市新平县扬武镇小学） 

 
摘要：良好学习习惯是山区农村孩子进入小学以后保证其学业水平与质

量的重要支撑，也是他们终身受益的人生品质。小学阶段是学生良好学

习习惯的养成和建立的最佳时期，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提高学习效

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获得高品质的学业

成果。本文立足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与理论学习，从实际出发来探讨山区

一年级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以期对入一年级小学生的习惯养成有

一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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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山区小学生都是独生子女，许多本应该是孩子们自
己做的事，均由宠爱他们的长辈们来包办了，这样就让孩子们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潜移默化的养成一些不良习惯。山区一年
级学生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才会把精力集中在学习活动的最
重要方面，提高学习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健康的发育成长。本文
立足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与理论学习，根据所教学的一年级学生的
认知水平以及接受能力，探讨山区一年级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
养。 

一、培养学生“认真准备”的习惯 
山区一年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六岁占比较小，七、八岁占

比较大，他们在家都是小皇帝、小公主，自理能力很差，有的学
生在家甚至连饭都要喂呢！当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全班开展
“自己准备学习用品”、“自己整理书包、课本、文具”的比赛，
要求学生根据每天的课表，在家长的帮助下准备好明天所需的学
习用品、每节课所需的学习用品。培养几个班干部在课前检查督
促。经过训练，学生逐渐能独立准备好所需的学习用品。学生在
一次次的激励竞争中慢慢形成了课前准备这一良好的习惯。 

二、培养学生“听”的习惯 
1.对学生多表扬多鼓励 
在“听”的培养中，要让学生能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获得

成功的满足感。如“你听得最认真，这可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呀！”
“你把他的优点学来了，说明你很会听啊！”“这么一点小小的区
别都被你找出来了，你的听力可真了不起！”“你听出了他的不足，
可真帮了他的大忙！”一句赞扬，一个微笑，不花时间，不费力
气，能收到明显的教育效果，长期坚持从正面评价、激励，学生
就能养成“听”的习惯。 

2.让学生明确“听”的目标 
只有学生会听了，才能更好地促使他们认真听。小学生的智

能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完全不会观察，
可以这样认为，他们的眼睛不用来看，耳朵不用来听。教师的任
务就是教他们学会看、学会听。对于学生“听”的训练要注意有
针对性，切入口不要太大，从小处练起，循序渐进地分项进行才
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语文课上，我让学生听我说后，让学生
来说老师说的主要是什么事。 

3.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作为学生他们渴求老师的爱，想使自己成为老师心目中的好

孩子，学生往往因为喜欢哪位老师，也就喜欢他教的那一科，也
就会做到认真倾听他的讲课。所以老师要努力以朋友的身份和学
生交谈，用亲切的眼神、细微的动作，和蔼的态度、热情的赞语
来缩短师生心灵间的差距。每一节课教师都面带微笑，善于发现
每个学生的闪光点。 

4.为学生创设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 
一年级的教材中，引入许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卡通形象，要充

分利用这些素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根据学生的生理、
心理特点，结合课题引入一定的故事，诱发学习兴趣。借助文章
题材，或以故事导入新课，或让学生看图讲故事，再根据故事情
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使故事贯穿教学始终，并且鼓励学生多
讲多说，注意力便自然而然地集中于教学中。此外，经常结合教
学内容适时开展各种形式的游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会收到

很好的效果。如：一年级的课文图画多，我经常用图画导入，或
是借助多媒体。 

三、培养学生“讲”的习惯 
由于部分家长和老师不重视幼儿讲话能力的开发。很多孩子

语言表达能力低下，特别是留守儿童，不能完整流畅的表达自己
的思想，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孩子心理失衡，造成一定的心理
封闭。课堂上我们要多为不同类型的孩子创造一些说话的机会，
不仅鼓励孩子多说话，多表达，这也是鼓励孩子“讲”讲的积极、
有效的措施之一。如：吴江同学，他是留守儿童，和外公外婆生
活在一起，通过了解，老人很不喜欢说话，导致现在孩子说话表
达不清楚意思。 

四、培养学生“看”的习惯 
“看”主要指“看书”。现在的孩子看电视或看手机玩游戏

的时间过多，必须加以限制；同时，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书本
上来。一年级学生一学期识字量在 300-500 之间，所以要引导孩
子自己看书，除了对课本进行正常的预习、复习外，还要扩大孩
子的阅读面。提高孩子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同时，间接地培养
学习兴趣。 

语文课本是学生无声的“老师”，要充分发挥它作为“老师”
的作用。良好的看书、用书习惯应从一年级起培养。我常用讲故
事、做游戏的方法引导他们阅读课本，如从课本中找生字宝宝、
比比谁认的字最多。我还常采用先讲后看书的方法，教学时先把
书上的插图演示在投影上，让学生来看图说话，讲完后让学生翻
开书读课文，使小朋友看到，老师课堂上用的这些“图画”都是
来自课本。从而使他们产生对课本的喜爱。要培养学生看书、用
书的习惯，首先要让学生看懂书，会使用书。 

除了指导学生读课本外，还要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如有注
音的儿童读物。在阅读课外书的同时，发现课外书中以及生活中
的问题。扩大识字量，培养阅读能力。如：在我的教桌上，随时
都给他们放着带拼音故事书和其它书籍。孩子们下课后都会去翻
看。 

五、培养学生“做”的习惯 
强调独立完成作业是学生养成良好习惯的好机会。我在教学

中要求学生做到边指边读，强调他们题目具体有几个已知条件和
问题，读中画重点字、词，养成用符号标记习惯；教给学生写作
业方法，从写数字清楚，书写整齐、美观到格式正确，都有规范
要求。要求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作业。有了时间限制，学生
不敢随意浪费时间。和时间比赛的结果会鼓励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认真检查，有错误是难免的。如：我要求学生在做完作业以
后再认真检查，发现并改正错误。 

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 
从一年级起就应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对于学生以后

的学习乃至一生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课堂上，我总
是让学生“先自己动动脑筋，等会儿交流时听听别人的想法是不
是跟你一样？”“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比比谁的想法更有道
理？”并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独立思考、相互交流、相互补充、
共同评价。在独立思考、认真倾听和相互补充、共同评价中，学
生将自己的想法与别人的想法进行对比，学会发现优点、弥补缺
点。如：课后，我安排班级小助手，监督学生写作业，不让他们
抄袭。作业教师批阅后，让他们再思考，再改正。 

总之，山区小学一年级新生是良好习惯形成的最佳时期，培
养一年级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为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夯
实基础，并最终发展成为个体的需要享用终身。因此，一年级学
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要从内容和方法入手，才能有效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和学生成绩。同时，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是我
们小学教师、特别是一年级老师义不容辞的职责，才能为山区农
村孩子离开家庭走进校园，离开学校，步入社会，独立生活之后，
用终身受用的良好习惯去拥抱丰富的世界，获得饱满的生命体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