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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校学生中普遍养成了一些不良学习习惯，如作业马虎，拖拉，上课不认真，而且我校学生家长的素质普遍不够高，家庭生活负
担沉重，对孩子的学习不够重视，没有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影响学生的
成绩、必然影响学生日后的健康成长，所以我提出了“初中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研究”。通过研究能总结出适合中学生有效地语文学习习惯
培养策略，为全面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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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研究的背景 
1.1 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经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学习存在如下问题：①不善于合理安排时间，

缺乏有计划学习的习惯；②书写不规范，不注意认真书写的习惯；③缺
乏预习和课前准备的习惯；④不善于做笔记，有的甚至没有做笔记的习
惯；⑤不善于使用工具书，缺乏查资料和课外阅读的习惯；⑥上课精力
不集中，沉迷于幻想的习惯；⑦学习懒散，依赖性强，缺乏认真独立完
成作业的习惯；⑧不善于温故知新，有的甚至没有自觉复习的习惯；⑨
考试审题不严，缺乏认真仔细检查的习惯；⑩学习死记硬背，只求结论，
不重探究过程，缺乏大胆质疑、主动探究、合作交流的习惯……这些不
良的学习习惯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制约了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许多学生进入高中之后，不能很好地适应高中的学习，学习心理疲惫不
堪。教师在进行教学时，由于学生的车轮转不起来，教学效果也不佳。
所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学生﹑对教师﹑对家庭﹑对我校的发展
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1.2 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叶圣陶先生也曾说：“教育是什么，往单方面讲，就是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教是为了不教，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学
生良好习惯的培养是优化学习过程、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益的重要环节，
更是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学生获取终身学习能力的重要
方法。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主动的、自主化了的持久学
习方式，一种良好的学习行为坚持久了，就会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良
好的学习习惯在一个人成长中有多方面的作用，它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
要途径，是学生智力发展的桥梁，也是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重要手段，
它广泛存在于学习的所有内容中，体现在学习过程里。例如课前预习、
专心听讲、主动学习、合作学习认真思考、积极发言、独立认真作业，
自觉检查订正的习惯等都属于学习习惯。 

2 课题提出的理论依据 
2.1 国内外教育家的教育观点 
国内外有关行为习惯的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

验和财富。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作为学习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专著。如《学与教的心
理学》（皮连生著）、《学习风格论》（谭顶良著）、《教育就是培养习惯》(林
格著)、《初中 3 年，全面完善学习习惯的 100 个细节》(方舟著) 等。许
多学校也有类似的研究课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为本课题研究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但对新时期的初中学生的新特点、新问题、新动向而言，
适应性不是很高，尤其是在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方法和评价方面等
实践操作技术层面显得薄弱。本课题的研究主要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深化操作原理，细化操作过程，明确操作方法，加大操作的针对性，增
强操作的可行性，提高操作的实效性。 

2.2 构建注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学习和教学提

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学习过程同时包括两方面的建构：（1）对新信息的
理解是通过运用已有的经验，超越所提供的信息而构建成的。（2）从记
忆系统中所提取的信息本身，也要按具体情况进行建构，而不单是提取。
这种建构必须以原有的经验为基础，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同时原有的经
验又因为新经验的进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新课程改革提倡让学生从原
来的“学会”变为“会学”，这不是提法的转变，而是教育观点的根本转
向。本课题研究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使学生
最终形成良好稳定持久的学习习惯，学会自觉、主动、科学、有效地学
习，促进学校形成好学奋进的学风，推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大面积提高。 

3 课题研究内容 
3.1 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的调查研究，包括初中年级各门功课。 
3.2 对学生语文基本学习习惯培养系列（包括培养目标、方法策略、

预期效果，习惯培养的反馈情况）。 
3.3 对学生的良好的学习习惯重点培养，并分析良好学习习惯形成

的条件、背景、过程和主要因素。实践并完善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方法。
具体内容：课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课中能时刻
保持良好精神状态；认真倾听、善于思考，积极发言；勤于动笔，做好
笔记；课后能独立作业，主动纠错，善于归纳和整理，不懂就问，加强
阅读，读写结合。 

3.4 重视学习习惯培养的课堂研究。 
3.5 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和良好的评价反馈机制的研究。 
4 课题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学习相关教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语文教学资源、相

关指导方法的论述和观点，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学习《语文新课程标
准》及其它教学教育理论，提高课题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 

行动研究法：此研究法将跟踪本课题研究的全过程。通过教师在真
实的教学中解决作业习惯、朗读习惯、写日记习惯、收集好词佳句的习
惯等问题的研究，提高中学生的良好的语文习惯。将不断地研究、实践、
反思、调整、充实，力求以清楚的数据、科学的论证，提供事实性材料，
评定前阶段工作，启动下阶段工作。在这过程中，教师反思教学过程中
的心得和存在的困惑，共同研讨解决的方法，是行动研究的重要途径。 

个案研究法：对有代表性的学生作个案分析、分类研究，跟踪调查
评价，收集整理个案研究材料。通过对特定案例的分析，改进研究方法，
归纳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经验总结法：通过阶段性总结，及时肯定实验成果，修正实验方案，
总结出实验的主要经验，及时推广运用。 

5 课题研究过程设计： 
5.1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 
5.1.1 确立小课题。 
5.1.2 建立课题的研究方案，明确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并设计最

后的成果展示形式。 
5.1.3 邀请有关专家对课题进行论证，进一步修正、补充、完善。 
5.2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3 月） 
5.2.1 按课题方案进行操作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探索良好语文

学习习惯培养策略。 
5.2.2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做有心人，善于捕捉课题实施过程中的

各类有价值的信息，及时记录、存档。 
5.2.3 经常学习学习课改精神，做好学习笔记和学习心得。 
5.2.4 通过座谈、测试、观察等方式，定期了解学生良好语文学习

习惯培养的进展情况。 
5.2.5 对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资料、数据、进行分析、汇总，撰写课

题中期研究报告，并通过课堂教学观摩及论文等形式展示成果。 
5.2.6 通过阶段性总结，发现问题，调整研究方案，进一步探索，

积累资料。 
5.2.7 总结研究执行情况，做好结题工作，对实施操作过程中积累

的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做好资料的补充、完善工作。 
5.3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0 年 4 月） 
5.3.1 整理研究过程中的原始材料。 
5.3.2 对本课题研究的过程及资料进行系统分析、总结，撰写结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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