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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常以知识的领会为基础，但知识的领会并不等于技能

的形成。一个刚学写字的小学生，必须首先学会关于笔画和

笔顺的知识，并知道握笔和运笔的方法。但是如果他仅仅知

道这些，而没有通过练习熟练地掌握写字的动作，他就没有

形成写字的技能。同样的道理，学生领会了四则运算的法则

和步骤，并不等于形成了相应的技能。技能是学生获得知识

、巩固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一个重要条件。第一，技能与有意

识的行动比较起来，技能的行动比较容易完成，消耗的精力

比较少，而且完成的效果比较好。例如学生掌握了一定的阅

读、写作、计算、实验的基本技能以后，就可以大大提高学

习效率，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第二，技能可以使人从对细

节的思考中解放出来，把意识集中到活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与

内容上。这样就能使我们在完成这种活动的过程中有更多的

创造性。常说的“熟能生巧”就是这个意思。技能可以说是

创造的重要条件。教师在教学中，既要教给学生知识，又要

教给学生一定的技能。技能和习惯是有区别的。习惯是一种

比较固定地、机械地去完成自动化动作的倾向。习惯中的动

作和技能一样是自动化了的，但它们之间有以下几点主要的

区别。第一，技能是指活动中自动化了的部分，它是根据活

动的需要而发生或停止的，人们可以利用它，也可以不利用

它；而习惯却是要去完成自动化活动的需要或倾向，在一定

的情况厂，不去完成这种动作就会感到不安。例如已经养成



早晨锻炼身体的习惯的人，如果有时不能锻炼，他就会感到

不愉快。第二，技能是在有意识的练习中，即自觉地改进某

些动作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习惯则常常是在无意中简单地反

复同一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写字、阅读、计算、跳舞

、骑自行车等的技能，都是在自觉的练习，即不断改进动作

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吸烟的习惯、吹口哨的习惯、讲演时的

口头禅(如“那么”“这个这个”“嗯”⋯⋯)和习惯的姿势(

如手势或身体的机械动作)，都是在无意中不断反复同一动作

而形成的。习惯对于人的活动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它比技

能更能使人的意识解放。当我们养成了某种好的习惯以后，

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这种习惯的活动就会自

然而然地出现和完成。“习惯成自然”，它可以使人有更多

的精力去完成更多更大的任务。例如洗脸、刷牙的习惯，把

学习工具放在一定地方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按时

运动和休息的习惯等，这些良好的习惯养成得越多，在工作

和学习上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便利。至于有害的习惯，它却是

生活上的一种累赘，它使人不能很好地工作和学习，还会妨

碍别人的工作和学习。因此应当随时防止养成不良的习惯。

教师应该及时培养学生的优良习惯，破除他们的不良习惯。

习惯虽然能够在无意中养成，但也可以有意识地养成或破除

。要有意识地养成或破除一种习惯，是与一个人的坚强意志

密切相关的。培养良好习惯或破除不良习惯，不只要有决心

和信心，而且要坚持不懈，绝不破例地贯彻这个决心和信心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养成控制自己的习惯。教师在培养或

改正学生的习惯时，同样要有坚持不懈、绝不破例的精神。

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良好的习惯，而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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