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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练是培养技能的有效方法。但是，练习不同于机械的重复

。练习是有目的、有步骤、有指导的活动。在练习过程中，

活动的结构要发生变化，完成活动的方式、方法也要作相应

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练习过程中的各方面，掌握

一定的条件，以提高练习的效果：1．明确练习的目的要求每

一种练习都有它特定的目的要求。写字要求工整美观，计算

要求准确迅速，而写字与计算又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掌

握它们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祖国的文字，更好地掌握科学知识

，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认识到这一些，可以使学生对

练习产生高度的自觉性，加速对于技能的掌握。因此在向学

生布置练习作业时，需要把练习的目的要求交代明白，注意

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更加自觉地、积极地进行练习

。2．掌握正确的练习方法和有关的基本知识掌握正确的练习

方法可以避免盲目的尝试，提高练习的效果。教师必须通过

言语解释，使学生知道正确的练习方法。如果启发学生通过

自己的分析，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实验

研究表明：在纠正学生的错别字时，只叫学生练习而不向学

生讲清道理，效果最差。如果启发学生自己分析字形，懂得

字形结构的道理，然后进行练习，效果就要好得多。实验和

教学经验还表明，在算术教学中，要求学生说明运算的道理

，对培养算术技能有重要的作用。在培养动作技能时，除了

言语解释以外，还应通过动作示范，使学生获得关于练习方



法和实际动作的清晰表象，然后再让学生练习。因为练习中

的某些动作的奥妙，只有通过具体的观察才能体会。如前所

述，掌握与所学技能有关的基本知识，对掌握技能也有重要

意义。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如果只知道应该怎样做而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练习起来，总不免有些顾虑，练习完了，

心里也不踏实。调查研究证明，学过数、理、化的高中学生

在参加生产劳动时，他们掌握有关技能的速度，就比没有学

过这些基本知识的学徒工快。3．练习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

进行第一，要循序渐进，先简单，后复杂。教师在选择练习

内容、布置各种作业时，要有适当的计划，要遵守循序渐进

的原则，不能一次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例如代数中有理数

四则混合运算的技能，要在分别掌握加、减、乘、除的运算

技能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写作的技能要在学生通过听话、说

话、看图说话、听写故事、造句、命题作文等一系列有计划

的练习过程中才能形成。对于有些复杂的、困难的技能，可

以把它划分为若干比较简单的、局部的成分，在掌握这些成

分以后，再过渡到比较复杂的、完整的活动。例如，为了掌

握解几步运算的算术应用题或代数应用题的技能。必须首先

分别掌握解基本的一步应用题的技能。对于那些比较复杂的

生产劳动技能和体育运动技能，也需要先掌握一些简单的、

局部的动作。至于比较简单的技能，就不必再划分为更细微

的成分。第二，要正确掌握练习速度和保证练习质量。一般

地说，在开始练习阶段要采取适当的缓慢速度，严格要求练

好基本功。这样可以保证练习活动的准确性。如果教师已经

发现学生产生了某些错误，就应该查明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

，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例如有的学生在朗



读外语时，发音和语调很不正确，如果教师不及时纠正，学

生就很难形成外语的朗读技能。练习如果长期停留在慢速度

上，也会妨碍把个别的动作联结为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动作

系统，因而使技能难以形成。所以在练习过程中，应该由缓

慢的速度逐步加快到所要求的速度，但是在加快速度时，仍

须保证活动的质量。第三，要正确安排练习时间。技能的形

成和保持需要有足够的练习次数和练习时间。不仅在技能形

成的阶段需要反复练习，而且在技能形成以后，也需要继续

进行适当的练习，使技能得以保持巩固。教学经验证明，通

过新旧教材本身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在新课的练习中同时也

含有旧课的练习，以及每隔一定时期安排一些综合课或复习

课，对学生技能的形成和巩固是有积极作用的。练习虽是学

生掌握技能的基本条件，但练习的效果并不是随练习的次数

按比例增加的。盲目的多练固然不能提高质量，就是有目的

、有指导的多练，后来的进步也会逐渐减慢的。因为在一个

时间内练习的次数太多，练习的时间太长，就容易疲劳，容

易产生对练习的消极态度，兴趣就会降低，练习的效果也不

会好。那种因为学生错了一个字就罚他写五十个字的做法显

然是不适当的。练习在时间上应该有适当的分配。一般地讲

，适当的分散练习比过度的集中练习优越。适当的分散练习

可以使每次练习的效果较好，不仅在时间上较为经济，而且

在技能的保持上也较好。但在分散练习的次数和练习时间的

分配上，不应该是机械的、平均的，而要因不同的情况而异

。一般地说，较有效的分配是：在开始的阶段，每次练习的

时间不宜过长，各次练习之间的时距可以短一些；随着技能

的掌握，可以适当延长各次练习之间的时距，每次的练习时



间也略可增长。至于每次练习的时间和各次练习之间的时距

以多少为最好，必须根据练习的性质、内容和学生的年龄与

技能的掌握程度而定。技能越复杂，练习内容越困难，所需

要的练习次数和练习的总时间就越多。低年级学生每次练习

的时间和各次练习之间的时距都不宜太长。几种性质相近的

练习(如数学和物理，语文和历史)，最好不要连续地进行，

以免互相干扰。最好把几种不同的练习交错地进行。第四，

练习方式要多样化。适当地使练习方式多样化，不仅可以提

高学生的兴趣，保持学生的注意，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在实

践中灵活运用知识的技能。在练习过程中，如果有多种感觉

器官参加，可以提高脑和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可以加速技能

的形成和巩固；如果仅有一种感觉器官连续地进行活动，神

经细胞就容易疲劳，技能的形成和巩固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在各科教学中，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适

当地采用口头的和书面的、问答的和实际操作的、个人的和

集体的、半独立性的和独立性的、模仿性的和创造性的、课

内的和课外的等练习方式。例如，为了培养学生对外语的听

、说、读，写的“四会”技能，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问答

、会话、朗读、背诵、听写、默写、造句、看图作文和独立

作文等方式，在课外可以组织朗读比赛、外语晚会、外语通

信、用外语写黑板报等活动。为了培养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计

算、解题和证题的技能，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口算与笔算

、在教师帮助下的半独立的练习和独立的练习、个别学生的

练习和全班学生的练习等方式，在课外可以布置家庭作业，

组织数学竞赛、数学游戏和数学晚会等活动。但也要注意，

练习的方式过多，变化过于频繁，也不利于技能的形成和巩



固。第五，要使学生知道每次练习的结果。学生在每次练习

之后，如果及时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错误，就可

以使正确的动作容易得到巩固，而错误的动作容易得到纠正

。为了使学生知道每次练习的结果，首先教师必须加强对学

生的练习作业的指导，及时认真检查学生的作业，肯定成绩

，指正缺点，鼓励学生不断进步。其次，教师还应该培养学

生自我检查的能力和习惯。例如，数学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

完成作业后进行验算。对学生作业中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教

师可以在旁边作一记号，要求学生自己改正这些错误。语文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自己改正作文中的错别字。在条件具备的

时候，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根据一定的要求，反复修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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