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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培养策略 
任九芳 

（中韩学校  石家庄  高邑县  051330） 

摘要：习惯要从早抓起，从幼儿开始建立亲子对话、亲子阅读、正确的握笔姿势、课前准备习惯、大声朗读习惯、每日

一算的习惯。从课堂教学体现自主，结合教学创设生动贴切的情境，为学生提供各种展示预习成果的方式和机会，让学生在

学习中主动体验和探究自主学习并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从课后作业巩固自主，作业设计要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还要分层设

计、富有弹性，同时教师对其自主学习的行为成果，能力等方面进行适时肯定，并加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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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好习惯，就像是我们生命中存入的财富，我们一

生都将享受它带来的利息。一位哲人这样说：播种一种思想，

收获一种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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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习惯对于命运的重要性，而习惯的养成，在于日常生活中的

一点一滴的积累渗透，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个好的

前途，因此，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教师也要高

度重视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可以促

进小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和积极的探索欲。下面我以我

班的一名学生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案例 

我们班有一位小男孩儿王远，是三年级时从县城学校转

学到我们农村学校的。数学成绩还不错，脑瓜非常聪明。可

以说一点就透，但是语文学习就特别差，写不成字也记不住

记字，语文方面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虽说也是三年

级了，但是他已经跟不上正常的学习了，她妈妈找到我时特

别的难过，对我说她实在是没有任何办法了，不是不教，而

是自己管不了自己的孩子，以致跟不上班，不得已回到了农

村学校，我刚看到这个男孩时觉得他是一个挺机灵的小男

孩，数学课上回答问题特别积极，遇到一些有难度的数学题

总能另辟蹊径。但在语文方面就不行了，写不成字，写的字

横不平，竖不直，偏不那撇不撇，那不那用惨不忍睹，形容

一点，不过这可怎么办呢？我认真的检查了他的书写情况，

识字情况。我确定了如下的策略，我让他先读，读的时候我

给他讲字的结构怎么去识记，一笔一画的示范，从最简单的

开始，然后让他背写，结果只能写上两三个字，然后休息一

会儿，再继续又一个字都写不上来了，再写再背，他写的字

特别特别慢，两三分钟写不了一个字，这可怎么办呢？于是

我发动全班同学每天一对一的陪他学习，同时让他自己给自

己下一个任务，每天一定要背过五个字，终于见点成效了，

但是升入五年级以来，刚换的数学老师反应他数学题做题速

度太慢，计算题问答题都跟不上，数学老师就特别的生气，

着急，越是生气，越是着急，他越是做不上来。结果问题越

来越严重，我把他叫来进行谈心，他说，数学课上老是走心，

老是注意力不够集中，他也想学好，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最后我发现他每次上课都门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变得也不

爱回答问题了，每次听写生字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谨慎，面

对老师的问话唯唯诺诺声音特别的小。这可怎么办呢？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和她的妈妈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又

和科往老师进行了交流，我觉得对待他不能逼得太紧，不能

给别人比，我们和家长都要把心放平，对待孩子要耐心，让

孩子多做一些能够提升他集中注意力的事情，他喜欢做什么

就让他做什么，能学多少就学多少。首先保持积极乐观状态，

交给他一些理解记忆的技巧和方法，如理解记忆趣味记忆，

即把记忆内容编成有趣的生活现象，。让他养成良好的思维

习惯独立，灵活敏捷才是健康的思维，帮助他树立自信心，

经常对他训斥，责备是不对的，要让他尝到学习的成功和甜

头。多给他一些鼓励。终于他的字写得很规整，大方，书写

速度也提高，一改往日的愁眉苦脸，笑容洋溢在脸上。 

案例分析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虽己发展了有

意注意力，但还是容易受其他事物的影响而分心，这个年龄

的孩子自我控制力差，加之他本身基础就差，心里面总担心

老师的责备，同学的嘲笑，所以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于

是上课老是走心，以至于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语文差而影

响到了整个的学科。 

针对上述案例中的情况，我思考了小学生习惯的养成，

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一丶习惯要从早抓起 

有的学生上课时往往丢三落四，不是忘带作业，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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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带书，铅笔等等，尽管我每次都提醒学生帮助他们联系家

长，效果不是很明显，更有几个调皮捣蛋，不愿写作业的学

生故意这样做，我安排了一对一帮扶办法，安排小老师利用

课间放学玩耍的时间，提醒他们积极完成作业，自己收拾书

包文具用品，半年下来，效果显著孩子们的责任心加强，听

铃声、早准备课前一分钟在桌旁坐正，等待老师上课。我现

在所教的 2017 级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锻炼他们课前大声朗

读，从最初的音节、词语到现在的整篇课文，从一开始的杂

乱无章，到现在的井然有序，学生已经很自觉地拿出课本，

双手捧书，心无旁骛，真正做到了朱熹先生所讲的眼到、口

到、心到，正是学生长久的坚持与习惯的养成，我们班的学

生语文语感都特别的好，而且我还给学生了 630 计划，6是

练字、读书、赏乐健美，锻炼身体，记录生活和动手能力，

30 是每天 30 分钟，语文是写一手好字，积累背诵和提升阅

读能力，数学每日一算，口算，笔算、简算，从而为他们养

成了自主学习习惯。 

二丶课堂教学体现自主 

课堂上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创设生动贴切的情境氛围，

为学生提供各种展示预习成果的方式和机会。同时教师要通

过亲切的语言、富有激情的表达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等方式创

设愉悦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情感上的主动参与，通过组织

学生讨论，适时质疑，等方式调动学生思维上的主动参与，

通过学生学会表达，分角色读，演等方式调动学生动作上的

主动参与，总之，教师应努力营造自主学习的氛围，调动学

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学习中 主动体验和探究自

主学习，并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三丶课后作业，巩固自主 

课后作业应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应具有开放性和创造

性，如我在设计《荷叶圆圆》课后作业时，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爱好画一幅画，作一首诗，写一篇短文，从中任选一种。

其次，作业要分层设计，富有弹性，学习有困难的，只需要

巩固复习课本中的基础知识。学有余力的可以用摘抄本，积

累课外知识，优美的词句段等。教师定期让学生在课堂上进

行交流，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扩大了

知识面。同时又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学有所得，对学生来讲，

要是其有兴趣的自主学习，还需教师对其自主学习的行为，

成果，能力等方面进行适时肯定加以鼓励，成功是对学生的

肯定，是他学习的动力，能极大地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和求知欲，只有这样，学生才愿意学，乐于学才能学好。 

总之，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

每个阶段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又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教师应

始终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及能力放在第一位，那么，我

们的教育才会在课外延伸，我们的学生才会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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