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务必从
细节开始。在教学中，有许多的“细节”，
诸如坐的姿势，读书的姿势，回答问题的
声音要响亮等，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把
这些细节养成好的习惯，《道德经》中有
这样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
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教师务必注意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
习惯是经过重复或练习而构成的自动化
了的行为动作，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构
成的，务必有一个过程，要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需要不断强化，需要持之以恒地
渗透。久而久之，学生的习惯就自然构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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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节开始，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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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会点头说做
人比做事重要，说德行
胜过学识……但是，实
践当中可能会出现偏
差。因为做人似乎是没
有考试的，没有分数的，
也没有列入用人单位的
考核之中。在我看来，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真地
践行“教书育人”这四个
字，从上到下，从家庭到
学校以及全社会。

育人的核心，并不
是强求“完人”。我们要
育的只是一个懂得尊重
他人的人。换而言之，
就是将与他人的好好相
处融入到血液之中、灵
魂深处的人——绝不侵
犯和损害他人利益，进
而绝不侵犯和损害公共
利益。

课上是知识、是逻
辑，课间是习惯、是反
思，课外是自律、是品
性。每一节课都是为

“生命教育”而铺垫。孩子们即使在未
来人生拥有不同的坐标，但他们的精神
内核理应具有相同的较优良的品行底
色。这份底色，最容易在人生经历的特
别时刻，被老师、家长的行为所烙印。
如果用更为简单的概括，无非就是这么
两个字：善良。

善良，当然不是“教”出来的；关系，
也不是“教”出来的。我们只是需要做
好自己，孩子自然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所以，所有人都要努力做好人，所
有人都要努力处好关系。我们常常表
达这样美丽的期待：等孩子长大，这个
世界就好了。不，这个有点盲目乐观
了。如果“不负责任”的成人放弃了努
力，那么今天的孩子长大了，也会大概
率成为今天的同样“不负责任”的成
人。上梁不正下梁必歪。“不堪”只在一
瞬间，就仿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有这样一句话不无道理：“强者讲
坚持，弱者才谈喜欢。”不过，弱与强，是
相对的，更何况我们每一天都在成长。
我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起初谈“喜
欢”，之后要“坚持”，而“坚持”所赢得的
幸福，当然要胜过肤浅的快乐。那么，
你就会由弱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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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惯是指
学生在长期的学习
实践过程中逐渐构
成的不需要意志努
力和监督的自动化
行为倾向。古今中
外的教育学家、心理
学家都十分重视学
生 学 习 习 惯 的 培
养。我国当代教育
家叶圣陶曾明确指
出：“什么是教育？
一句话，就是要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首
先我们想到的是如何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一个人养成了
良好的习惯，对他的
生活、学习和工作都
大有好处。而良好
的学习习惯则是他
们顺利进行学习活
动的保证，培养学生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高尚的道德情操，应
从“大处着眼，小处
着手”，在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中逐渐养
成。良好的习惯一
旦养成，将会成为他
们一生受用的宝贵
财富。那么，怎样培
养学生的良好学习
习惯呢？经过工作
中的经验总结，我有
以下几点看法：

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激发起学
生的兴趣，学习就会用心主动，学得简单
而有成效。但是学习兴趣不是天生的，主
要在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充分调动学生
对学习的用心性和主动性，进而能创造性
地学，最终达到优化课堂教学和提高教学
效率的目的。课程改革的今天，应多方面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挖掘学生兴趣的潜
在因素。做到一上课就紧紧地抓住学生
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浓厚兴趣，使他们
很快进入最佳学习状态。学生的学习兴
趣越浓，自学的用心性就越高。激发兴趣
就是要把学生已经构成的潜在学习用心
性充分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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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兴趣

信心是进取心的支柱，是独立工作
潜力的心理基础。自信心对孩子健康成
长和各种潜力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重视与保护孩子的自尊。多赞
许，少责备，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自尊心，
因为有高度自尊心的孩子，对自己所从
事的活动充满信心，而缺乏自尊心的孩
子，不愿参加群众活动，认为没人爱他，
缺乏自信。要多创设培养孩子自信心的
环境，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自信”起
来。平时，遇事常对孩子说一些鼓励的
话，“你必须能行，你肯定做得不错”。因
为孩子自我评价往往依靠于成人的评
价，成人以肯定与坚信的态度对待孩子，

他就会在幼小的心灵中意识到：别人能
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刘永胜教授总结
的“相信自己行，才会我能行……”的
“行”字歌诀，就有助于帮助学生增强自
学的自信心。个性对于学困生影响很
大。学困生的成因很多，有智力发展的
先天不足，有家庭关爱的营养不良，有校
园教育的知识断层。作为教师，有必要
对学生调查研究，摸清状况，利用学习心
理学、儿童心理学等知识为依托进行针
对性的个案研究，并找出能切实有效地
改善学生学习行为的办法来。这样的个
案研究，既是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也
能很好地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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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据有关资料统计：89.6%的同学认
为自己作业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粗心大
意，28.05%的学生在做作业时没看清题
目要求就开始解答了，还有 3.2%的同
学常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这些不良
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思维的
发展，影响了学生进一步探究的潜力，

影响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学生
认真做作业的习惯，不仅仅是教育培
养学生优良道德品质的需要，也是
帮助学生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知
识、掌握潜力的关键措施，对学生人
格的构成和自主潜力的构成有很重
要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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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养成认真做作业的习惯

勤思好问学习习惯的养成是学生深
刻理解和掌握基础的需要，同时也是培
养和训练学生思维潜力的重要途径。这

一习惯的培养应孕育在整个教学的过程
中，与学习思维方法、思想潜力的培养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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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学生养成勤思好问的学习习惯

新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面向全
体，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当学
困生没能掌握课堂上应掌握的知识点
时，如果教师在课外再不能给以重点的
关注，假以时日，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只
会越来越差。课改不排斥必要的辅导，
课改呼唤具有现代色彩的课外辅导。当
然这样的辅导不是一味地加班加点，不
是强行灌输，而应是学生在教师的爱心
感召下，学习的兴趣得以激发，学习的勇
气得以激励，落下的知识也得以重温。

这样的辅导也不应再是教师的专利，而
应成为学生小组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在教学工作中，
一点一滴地加以耐心培养的。学生一旦
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他们也就学
会了学习，教师也就做到了“教是为了不
教”。关注学困生，传统的分层教学也是
较为有效的方法。只要我们的心中时时
装着学困生，时时关爱学困生，这样的课
堂教学必会充满人性的光辉，效果也会
更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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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个别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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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师，品鉴登封美好教育。本报和登封市教体局联
合推出“名师讲堂”栏目。栏目旨在汇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等各方面的力量，实现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学生的良好互动，建立开放
办学新格局，把登封美好教育展示给社会各界，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
议，共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优质发展，为登封“美好教育”凝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