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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686.htm 从学龄初期开始，学习

有可能成为儿童的主导活动。但这并不等于说，儿童从进入

学校那一天起，学习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基本活动，因

为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从学前时期以

游戏为主导活动转变到学龄初期以学习为主导活动，这中间

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有一个从旧质向新质转变的过程。而这

个过渡或转化是否顺利实现，直接决定于儿童入学学习的准

备情况。 在做好儿童人学学习的准备工作上，幼儿园教师要

负起很大的责任。但这不单是幼儿园教师的任务，而且是小

学教师，特别是低年级教师和家长的责任。 儿童入学学习的

准备，除生理的准备(如行走动作和手的动作能力等)外，还

有心理准备，心理准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学习态度的

准备 入学学习的准备，首先表现在儿童能热爱学习，对学习

有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上。例如，按时到校，上课时用心听

讲，按照教师的指示进行工作，按时完成作业，把游戏和学

习区别开来等等。 许多观察材料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到达入学年龄的儿童，一般都有认真学习的要求和愿望。

他们向往着成为一个小学生。升学的时候，他怀着好奇而又

自豪的心情，早早起来，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在学习过程

中他们注意听讲，力求更好地完成教师的要求，如果偶尔因

病不能来校，他们会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

说明所有的儿童在学习态度方面都已有了很好的准备。事实

上，初入学的儿童对学习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而且正确的



学习态度是长期不断地培养起来的。 有的儿童，对学校生活

的向往，常常不是为了学习，而是学校的外在现象的吸引。

例如，学校的校舍、桌椅、墙上的图画、很多同学在一起等

等。有些儿童不能或不愿按教师的指示进行学习，不按时完

成作业，或粗枝大叶地去完成。也有些儿童还保留着学前儿

童的特点，把学习和游戏混在一起，对学习抱着游戏的态度

，喜欢学就学，不喜欢学就不学，甚至在上课时乱玩，在作

业本上乱画。所有这些，都说明这些儿童还没有形成对待学

习应有的正确态度。 对于在学习态度上还没有适当准备的儿

童，教师应该采取积极的办法有系统地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

。例如，用具体的范例来鼓励儿童、启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引导儿童参加班上的共同活动，培养他们按照教师的指示进

行工作的愿望，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他们对待学习的负责态

度，教会他们把学习和游戏区别开来，在学习的时候专心学

习。 有些初入学的儿童之所以不去执行教师的要求，一般说

来，不是他故意不做或存心捣乱，而是他们不善于按照教师

的要求去做，这时教师不应急躁、埋怨，而应耐心地考虑如

何教会儿童去进行学习。 在整个学龄时期内，形成正确的学

习态度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绝不是在儿童入学时一次就可以

完成的。在教育影响下，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学习态度的

水平和品质也在不断提高和发展。 (二)学习习惯的准备 在学

习活动上，儿童单有学习的愿望是不够的，而且还要有正确

而又熟练的学习习惯。 初入学的儿童，还不能完全掌握有关

学习的习惯。例如，听到铃声就按时走进教室，教师来到教

室时，起立向老师问好，坐的姿势要端正；要带齐学习用品

，并把它放在一定的地方；要发言先举手，动作要轻一些，



不要弄出响声；上课用心听讲，遵守秩序，不乱动，不乱说

话等等。这就有待于教师在这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有经验的

一年级教师都知道，开学后的常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常规

训练的任务主要是要使儿童掌握最基本的学习习惯。 在常规

训练上，第一次讲话或第一次上课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

果在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留下愉快的情绪，学会了初

步的学习的习惯，这就为以后的巩固和进一步的要求打下良

好的基础。否则第一次就留下了一些消极的印象(班上乱叫乱

动的景象)，形成一些不良的行为，以后再来纠正就困难了。 

学习习惯的培养，不能完全采取讲解的办法，而要采取讲解

和实际相结合的办法。例如，要培养儿童坐的姿势端正，要

发言先举手的习惯，教师不但要作口头的指示，而且要结合

学习活动使儿童实地练习，等儿童都已做了，再进一步要求

做得更精确了，并在以后的教学中坚持下去。 一般说来，初

入学的儿童都愿意学会这些学习习惯，并且能够学会，但有

时学会了以后；不能坚持，以致常常发生违反规则的行为。

教师必须学会正确对待这些违反规则的行为，而不能急躁。

儿童发生违反规则的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不善于

完成教师的指示。例如，不小心将桌子弄响了；走动时碰着

别人；因一时兴奋而忘了行为规则，如在抄写或图画时忽然

大声叫起来；模仿其他儿童的行为，如看见别的孩子说话，

自己也说起话来；由于疲倦，坐的姿势不好；等等。这时教

师应当考虑具体的情况，找出真正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有

效措施。而不能一味责备儿童：“你们多不听话啊!”“你不

愿意听我的话呀!”这样反而会给师生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 

在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上，教师应当具有预见性，应当力争



主动，绝不能放任自流，等发生了问题以后再来处理和补救

。有的教师认为等儿童吵闹得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时就能及时

抓住机会，建立秩序，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三)学习方

法的准备 儿童入学以后，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学习，除了学

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的准备以外，还有学习方法方面的准备。

国际心理学界近二十年提出的学习策略，主要还是指学习方

法。 有一些儿童，对学习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也很能遵守行

为规则，但是不善于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学习，以致影响儿童

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学习计算时，还保留着用手指计算

的方法，还习惯于运用逐一计算的方法，而不会用口算或心

算的方法，不会用成组计算的方法。在学习语文时，还常用

顺序背诵的方法，而不善于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在教师提

问或考查的时候，不是开动脑筋去思考，而是乱猜，重复别

人的答案，甚至抄袭等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