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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培养语文学习习惯，要从下面基点出发考虑：（1）习惯具

有多维层次。大层次的提法如培养听说读写的学习习惯，有

助于增强目标意识；小层次的提法如讨论发言的习惯，有助

于实际应用时明确具体，各有功用。但就目前语文教改现状

看，系统地提小层次可能更有效。（2）要跟教育方针、教学

大纲、教学目的要求方向衔接，口径一致。（3）对学生形成

和应用各种语文能力有促进作用，并且省时节力，效果好。

（4）语文学习具有工具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听提的

习惯得受这些特点的制约。（5）良好的习惯也是发展着的概

念。在现阶段，针对学生基础普遍较差、能力素质亟待提高

的实际，应提炼出语言学习习惯中的基本要素、关键部分，

同时注意系统，两者兼顾。（6）不能脱离我国的文化传统背

景和物质基础，要有民族性，符合国情。例如听话要边听边

审视的习惯，就不能过分；边读边记的习惯在国外由于音像

和复印较普及，可能不如我国显得那么重要和突出，等等。

学好语文的习惯可分为两大类28小类。第一类是从培养语文

能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来看，有4个方面：（1）听的方面：

①专注听话的习惯，②边听边想的习惯（抓要点、听出弦外

之音和不同意见分歧所在），③边听边记的习惯（记忆主要

内容、做听讲笔记），④边听边审视的习惯（察看说话者的

表情、动作、以便准确判断说话人的深意）。（2）说的方面

：⑤说普通话的习惯，⑥说话口齿清楚、语意连贯的习惯，



⑦朗读课文、背诵名篇名段的习惯，⑧大胆答、质疑的习惯

，⑨讨论发言的习惯，⑩说话讲究礼貌的习惯。（3）读的方

面：①有目的有计划在阅读的习惯，②边读边思的习惯，③

边读边记的习惯（包括圈、点、划、批注和记笔记），④边

读边查的习惯（查工具书或参考书），⑤制作阅读卡片的习

惯，⑥读写结合的习惯（应用于写作），⑦注意阅读卫生的

习惯（视距、洗手、坐姿、采光等），⑧课内与课外阅读相

结合的习惯，⑨上课前认真做好预习的习惯，⑩复习和整理

的习惯。（4）写的方面：①“三勤”习惯（勤观察、勤思考

、勤练笔），②作文先写提纲的习惯，③自己动手搜集材料

的习惯，④书写清楚、规范、讲究姿态的习惯。第二类是从

学习语文所需心态来看，有：①虚心求教的习惯，②认真仔

细的习惯，③善挤时间学习的习惯，④独立自学的习惯。上

述分类法，内容上可能有交叉，特别是心态方面的习惯是各

科学习都需要的；但从利于理解、记忆、掌握考虑，上述分

法和提法是恰当可行的。当然，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应该追

求高一点的目标。例如扎根牢固，有抗干扰和较强的自制力

；操作速度快；程度运动熟练、准确、有效；有一定的应变

能力，等等。不过，一般说来，只要上述学习习惯形成了巩

固了，那么对按质按量完成中学语文学习任务就是有力的促

进和确切的保证。2.五种语文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的培养方法

在课内必须养成阅读和写作的良好习惯，这也是学好语文的

重要条件。这些良好的习惯表现在许多方面，最基本、最主

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使用字典、词典等工具书的习惯。在

阅读课文时，遇到生字难词、成语典故，都不要轻易放过。

可以向老师请教，但是又不能依赖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



养成查阅字典、词典的良好习惯。如“削”这个字，有两个

读音，《新华字典》注明，在“削铅笔”、“把梨皮削掉”

等处读“xiāo”，用于一些复合词的时候读“xuē”，如“

削除”、“削减”、“剥削”等。一般来说，对这个字的读

音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阅读文言文时，又会出现新

的情况。例如《简笔与繁笔》一课中引用刘勰的话：“句有

可削，足见其疏”。在这里，“削”并不是复合词，那么该

念“xiāo”还是“xuē”呢？通过查阅《辞海》，我们就会

弄清楚，正确的读法是“xuē”，而不是“xiāo”。又如“

墨守成规”这个成语，形容思想保守，按老规矩办事，不求

改进。如果追问一下，什么是“墨守”呢？我们查阅《汉语

成语词典》我们就会明白，原来这个词义和战国时的墨翟有

关系，因为他以善于守城著名，所以后来称善守者为“墨守

”。字典、词典，是不说话的老师，我们在阅读时遇到词语

方面的疑难问题，随时求教，将会受益不浅。二是养成逐字

逐句阅读课文的良好习惯。可能有人会说：“ 阅读的方法很

多，为什么单单强调逐字逐句地读呢？一目十行不是更好吗

？”一目十行当然好，但是没有逐字逐句阅读课文的良好习

惯，要真正做到一目十行，恐怕也不大容易。语文课上，当

老师要求同学自己阅读课文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同学，粗

粗地读完一遍之后，就觉得无事可做，这很影响他们对课文

的深入理解和掌握。所以，要学会读书，必须先耐下性来，

逐字逐句地读。既要认真地读课文，也要认真地读与课文有

关的提示、注解、思考练习等方面的内容。对于阅读中的重

点或疑难之处，也可用笔随处批批划划。在这个基础上，再

进一步学会精读、速读、跳读等多种阅读方法。三是养成随



堂巩固、随课复习、随单元小结的良好习惯。在巩固、复习

、小结时，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必须切实掌握。属于

课文分析方面的内容，注意归纳和理解，不必死记硬背。平

时注意养成这方面的习惯，不仅知识学得扎实，也避免了考

试之前临时突击的弊病。四是养成定时、定题完成课内作文

的良好习惯。要提高写作水平，必须两条腿走路，即把课内

作文和课外练笔结合起来。这两者，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

的作用。课内作文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审题能力，并能迅速

按照题目要求构思成篇，敷衍成文。当然，各种常用文体，

如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以及总结、书信、读书笔记等应

用文，都要有所涉及。它的特点是，一般都由老师命题，而

且必须定量完成。这对于训练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都很有好处。所以，必须养成定时、定题完成的良好习惯。

下笔前，按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打好腹稿，或者列出简要的提

纲，慢慢习惯于一次写成，不再抄写誊清，这样做可以节省

很多时间。要避免前松后紧的毛病，两节课的作文，若第一

节课不抓紧，要按时完成，当然就很困难。如果实在不能按

时完成，那么事后要及时总结，找出问题，以求下次改正。

五是养成及时检查作业、及进改正作业错误的良好习惯。教

师批阅后的作业，属于明显能改正的错误，及时在作业本上

更正，如错字、别字、选择、判断题等；属于文学表述比较

多的练习，如问答题，文言文翻译等，找出错误的原因，对

照原文，认真想一想。对教师批阅后的作文，一般除改正错

别字、病句之外，结合评语，认真读一两遍，了解自己作文

的优点和毛病。一学期中，能有一二次修改作文的练习，对

提高作文水平，更有好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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