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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作为老师和家长，应该
先努力培养孩子的习惯。习惯能够塑造
一个人，从小养成好的行为规范对一个
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
有人说，从小养成良好习惯，优良素

质便犹如天性一样坚不可摧。
抓好习惯，再谈成绩，这些习惯，必

须在孩子小的时候培养。
01 尊重与欣赏老师的习惯。学生

要尊重老师，适应老师，并学会欣赏自己
的老师。从小适应老师，长大了适应社
会。不会稍有不如意就埋怨环境。

02预习的习惯。提前预习，是培养
孩子自学能力和提高听课效率的重要途
径。提前预习教材，自主查找资料，研究
新知识的要点、重点，发现疑难问题，从
而可以在课堂内重点解决，掌握听课的
主动权，使听课具有针对性。

03专心上课的习惯。暑假刚过完，
孩子可能比较容易分心，因此，家长要提
醒孩子在课堂上集中精神，专心听教师
讲课，认真听同学发言，抓住重点、难点、
疑点，边认真听边积极思考。

04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习惯。对
客观事物的观察是获取知识最基本的途
径，也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环节，因
此，观察被称为学习的“门户”和打开智
慧的“天窗”。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学会观
察，逐步养成观察意识，学会恰当的观察
方法，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培养敏锐的
观察能力。

05 善于提问的习惯。家长要积极
鼓励孩子质疑问题，带着知识疑点问老
师，问同学，问家长。学问、学问，学习就
要开口问，不懂装懂最终害自己，提问是
主动学习的表现，能提出问题的学生是
学习能力最强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
的学生。

06 切磋琢磨的习惯。《学记》上讲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同学之间
的学习交流和思想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遇到问题要互帮互学，展开讨论。每一
个人都必须努力吸取别人的优点，弥补
自己的不足。

07 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做作业
的目的是巩固所学的知识和培养独立思
考能力的过程，不是为了交教师的差，或
是应付家长。有的孩子做作业的目的不
明确，态度不端正，采取“拖、抄、代等
等”，会做的马马虎虎，不会做的就不动
笔，这些不良习惯严重地影响了学习效
果。所以家长要让孩子养成独立完成作
业的好习惯，告诉孩子在做习题时要认
真思考，总结方法。

08 仔细审题的习惯。审题能力是
多种能力的综合表现。学生要仔细阅读
材料内容，学会抓字眼，抓关键词，正确
理解内容，对提示语、公式、法则、定律、
图示等关键内容更要认真推敲，反复琢
磨，准确把握每个知识点上的内涵与外
延。

09反思的习惯。一般说来，习题做
完之后，要从五个层次反思：第一，怎样
做出来的？想解题采用的方法；第二，为
什么这样做？想解题依据的原理；第三，
为什么想到这种方法？想解题的思路；
第四，有无其他方法？哪种方法更好？
想多种途径，培养求异思维；第五，能否
变通一下而变成另一种习题？想一题多
变，促使思维发散。

当然，如果发生错解，更应进行反

思：错解根源是什么？解答
同类试题应注意哪些事项？
如何克服常犯错误？“吃一
堑，长一智”，不断完善自己。

10 复 习 归 纳 的 习 惯 。
复习就是消化知识，加深理
解和记忆的过程，达到举一

反三的目的。复习是对解决问题的思路
进行提炼，进行归纳整理的过程，从而使
学生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重点化。

每天尽量把当天所学的知识都复习
一遍，每周再做总结，一章学完后再复习
一下。对记忆性知识的复习，每一遍的
用时不需多，但是反复的遍数要多，以加
深印象。每章每节的知识是分散的、孤
立的，要想形成知识体系，课后必须有小
结归纳。

11 整理错题集的习惯。学生平时
要把有疑问或是弄错的地方随手记下，
经常看看，也可以用专门的本子记下，并
找些可以接受的类型题、同等程度的相
关知识点研究一下它们的异同，解题的
技巧和办法。

12 客观评价的习惯。孩子应该从
小养成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正确对待
成功与挫折，正确对待考试分数的好习
惯。只有客观地评价自己、评价他人，才
能达到正视自我，不断反思，追求进步的
目的。

好习惯要逐步养成
让好习惯伴随终生，让坏习惯尽快

与孩子告别。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家长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01第一步：耐心发动，逐渐加速
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第一步就

要说到做到，坚定不移。
计划每天要记10个英语单词，就一

天不落地去记；
意识到了不良学习习惯的危害，就

自动自觉地克服；
制订了学习计划，就定时定量地去

完成；
决心使自己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全

校的位次前移，就要千方百计地挖掘自
己的学习潜能。

02第二步：控制时空，学会约束
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情境因素

的影响。因此，在习惯形成的过程中，在
孩子的自制力还不十分强的情况下，应
从控制孩子的活动时间和活动空间入手
来约束孩子的行为。

在时间上，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
就寝，都安排满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和活
动内容，不让一日虚度，不让一时空耗。

在空间上，在日常学习的空间内少
放置与学习无关的事物，比如游戏机、电
脑、手机……

03第三步：偶有偏离，及时调整
学生自制力比较差，在习惯形成过

程中，容易出现反复、拖拉、敷衍、放任等
现象，容易出现跟着感觉走的现象。这
就要求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出现偏离的情
况，要立即作出调整。

比如，发现孩子的字写得不规整了，
发现孩子没有执行或没有完成学习计划
了，发现孩子躺着看书、看电视了……立
即作出调整。

培养习惯，就像走路一样，发现走的
路线不对，及时调整到对的轨道上去，久
而久之，一条小路就踩出来了。

对于孩子来说，养成一个好习惯是
特别重要的事。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我们做家长和老师的具体应该做
些什么呢？

我们总结了一些不同年龄段孩子培
养习惯的方法，供老师和家长参考。

针对小学1-2年级的孩子们
1.升降国旗脱帽、肃立，行注目礼
升降国旗脱帽、肃立，行注目礼，少

先队员行队礼，会唱国歌，初步了解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

2. 外出、回家主动与家人打招呼
外出与回家时主动与家人打招呼；

见到师长同学，使用文明礼貌用语主动
问好；不说谎。

3. 按时上学
按时上学，积极学习遵守校规、班规

和家规；公共场合能够自觉遵守公共秩
序，购物、乘车自觉排队。

4. 养成读书习惯
上课认真听讲，大胆发言，努力按

时、按要求完成作业；乐于探索求知，养
成读书习惯。

5. 早睡早起
初步养成早睡早起习惯，讲究卫生，

衣着干净整洁，学会把自己的物品收放
整齐。

6. 乐观向上
读、写、坐、立、行姿势正确；饮食卫

生，认真学做课间操和眼保健操；乐观向
上；有一定的安全自护意识。

7. 用餐不剩饭和菜
学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爱惜学

习和生活用品；水龙头随手关紧，不用灯
时随手熄灭，用餐不剩饭和菜。

8. 承担必要的班级劳动
初步了解社会；学会承担必要的班

级劳动；尝试体验公益劳动，了解志愿者
和志愿精神的内容。

针对小学3-4年级的孩子们
1.会唱国歌
升降国旗奏国歌时脱帽、肃立，少先

队员行队礼，会唱国歌，声音洪亮，了解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

2. 说话和气、耐心倾听
关心父母健康，听从父母教导；礼貌

回答老师的问题；与同学互相帮助，文明
交往；答应别人的事努力做好；说话和
气、耐心倾听，衣着得体，举止文明。

3. 遵守交通规则
学会用班规、校规解决小纠纷；遵守

规则，活动有秩序；遵守交通标志、标线
和信号灯。

4. 独立完成作业
课前做好准备，上课认真听讲，细心

观察，勇于提问，按要求独立完成作业；
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有一定自主阅读
能力。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按时作息，合理饮食；爱惜、保护环

境卫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6. 懂得生命的宝贵
有生活安全常识，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具有初步的安全自护能力，懂得生命
的宝贵。

7. 学会垃圾分类
主动学习劳动技能；合理使用零花

钱，节约用水、用电，爱惜粮食；保护环
境，学会垃圾分类，善待动物、爱护植物。

8. 乐于助人
关心学校、社会，积极承担班级劳

动；了解志愿者服务内容，热情参加社会
志愿服务，乐于助人，具有一定的社会责
任感。

针对小学5-6年级的孩子们
1.崇敬英雄模范
尊重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标志，

了解国家安全基础知识，喜欢阅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读物，崇敬英雄模范，学习
榜样。

2. 主动与父母交流

主动与父母交流，礼貌回答问话；理
解和正确对待师长的教诲，知错就改；尊
重同学，与同学真诚合作、互助；对待客
人友善得体，热情大方。

3. 严格遵守法规
遵守交通法规，在公共场所不拥挤；

参观、出游守规则、讲秩序，文明观赛；根
据师长要求，健康使用互联网。

4. 乐于科学探索
学习目标明确，态度端正，计划性

强；能够独立思考，善于提问；爱好广泛，
乐于科学探索，积极发表见解。

5. 具备生活自理能力
饮食起居有良好习惯，注重个人和

公共卫生；做事有计划、讲效率；具备生
活自理能力。

6. 一定的自护、自救能力
合理饮食；养成锻炼习惯，培养运动

兴趣；珍爱生命，遇到困难和挫折积极面
对，自信、有毅力；具有一定的自护、自救
能力。

7. 积极承担家务劳动
积极承担家务劳动，珍惜劳动成果；

自觉节约资源，倡导绿色健康生活，热爱
和尊重大自然。

8. 热心公益
热心公益，初步具有担当意识和劳

动能力；积极参与孝亲、尊师、敬老、爱
幼、助残等志愿服务，乐于承担班级、校
园、家庭、社区义务劳动任务，具有社会
责任感。

针对升入初中的孩子们
1.关心时事政治
了解党史国情，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
美德，关心时事政治。

2. 尊重他人隐私
体谅父母辛苦，主动与父母沟通；与

人交往热情大方得体，平等宽容，尊重他
人隐私。

3. 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自觉遵守维护社会道德规范、公共

秩序和法规；爱护公共设施；学会运用法
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守时守信；文明
上网。

4. 学用结合
学会学习，讲究学习方法和学习策

略，不断提高学习效率；有兴趣特长；乐
于实践，尝试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解决
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做到学用结合。

5. 穿戴得体
合理饮食，科学安排作息，注意劳逸

结合；穿戴整洁、得体；保持居住环境整
洁；能够管理好个人生活，掌握基本的劳
动、生活技能。

6. 拒绝烟酒，远离毒品
客观认识自己，懂得接纳、欣赏他

人； 形成自主锻炼身体的习惯，掌握一
定的体育技能；重视安全防范；拒绝烟
酒，远离毒品。

7. 生活不攀比
消费适度，生活不攀比；节约资源，

绿色出行；爱护公共财物，维护环境卫
生；具有绿色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8. 掌握一定劳动技能
勇于担当，具有主人翁精神和良好

劳动习惯；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学会诚
实劳动；主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社会
实践。

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像学走路，一步
一个脚印走稳走扎实，未来的路才能走
得更加稳健，孩子成长的路上，良好的习
惯就像助力成功的加速器，使孩子受益
终身。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家长要有耐心，陪孩子坚持下去，就会有
意外的收获。

新学期先抓习惯，再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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