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计划初三生活的计划书 初三学生的
的学习计划(通用5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
任务，并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计划初三生活的计划书篇一

初中两年来，最大的改变无疑是在初二的下半学期。从这时，
我们渐渐接受了会考带来的紧张气氛，也慢慢承受了逐渐增
大的压力。在家长的言语和老师的教诲中，我们开始明白，
中考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在初三来临之际，为了赶上其他同学的步伐，我深知现在不
同于以往，所以要对自己做出一些总结和反省。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学习无疑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在这
一方面还有很多漏洞。

1。 在课堂上，虽然老师讲的内容不可能全盘吸收，但是在
回家复习这方面，我做的还不太尽人意。

2。 在考试时，有时不能做到专心致志。

3。 老师讲完的卷子、活页之类，讲完后不能做到及时分类、
整理和装订。

4。 在周末完成作业后，有事不能做到自觉复习、预习

1。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无论是作文还是课内阅读，都完成



的比较轻松。但是课外阅读的强度还不够。

2。 在课外积累方面，尤其是文言文的积累还不够。

1。 缺少课外难题的训练。

2。 自我总结能力尚欠提高。

1。 语法训练欠佳。

2。 需加强课外阅读能力。

1。 接触题型不够多。

2。 课堂笔记的条理性需要加强。

针对上页提出的不足，需要提出几点改正的措施。

1。 课后回家做到条理化的复习。

2。 考试时要做到专心。

3。 对于老师讲完的卷子、报纸等要做到及时装订和整理。

4。 周末不能度过的浑浑噩噩，要在完成作业的前提下争取
多学一点课外知识。

语文

1。 加强课外阅读。

2。 闲时多翻翻字典，积累一些生僻字、词语。

3。 找一个本子，专门积累课外的古诗词及文言片段。



4。 拥有自己的现代文摘抄本。

5。 在完成老师要求的作文基础下，每周多练一篇习作。

数学

1。 在完成书上练习题的基础下，寻找课外习题来增加掌握
的题型量。

2。 尽量寻找一些难度系数相对较大的题型。

3。 从整理笔记入手，加强自己分析问题以及总结题型的能
力。

英语

1。 在将书上内容吃透的基础上，争取多做课外阅读。

2。 阅读一些总结性的初中语法书籍。

3。 增大词汇量。

物理

1。 寻找课外题型。

2。 增强笔记的条理性。

化学

1。 熟记化学元素周期表。

2。 熟记化学概念。



计划初三生活的计划书篇二

星期三,早上运动!上午看书.下午可放松,晚上复习+做作业.

星期四,早上复习语文,上午看书,下午做作业,晚上复习英语.

星期五,全日放松!

星期六,早上做作业,上午放松,下午看书,晚上复习语数英.

星期日,可以预习初三的课程。

计划初三生活的计划书篇三

1.每天6:10起床.打开收音机边听英语,边洗漱吃饭.

2.到校后利用课前时间多看看今天要讲什么,回顾昨天的东西.

3.充分利用每堂课 学习计划,认真听讲,不懂就问,多和周围
同学交流学习经验和解题方法.

4.中午要有午睡习惯,大约在20--40分钟左右.剩下的时间用
于背语文的古诗和历史.每天中午背3--5首古诗.同学,贵在坚
持不懈!

5.在校10分钟的课间里,最好不要再想着出去玩,要在这10分
钟里好好理顺一下刚才老师所讲的自己懂了多少,有问题及时
解决.

6.放学不在外逗留,抓紧时间回家,10分钟内吃完饭,然后就一
心学习.

7.初三前几个月重点放在物理,数学,化学和语文背诵上.



8.到后期重点放在文科,理科方面也要适当做些经典题.

计划初三生活的计划书篇四

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初三最后的学习，这意味着我们即将进入
初中学习的最后阶段，也将面临着中考的挑战和考验!这学期
我们已经进入毕业班最后冲刺，下半年我们就要走进高一年
级学校的大门了。就像长跑比赛一样，每个人站在了冲刺的
新起点上，人生路途中有许多的起点和终点，为了让每一个
起点和终点，散发出美丽和芬芳，少留遗憾，我们得从现在
开始做好一切准备。

回首过去的一学期，经过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我们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

这凝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是我们全班同学勤奋
好学、同心同德、紧密团结、锐意进取的结果。

新学期希望每个同学要做到“五心”：

一是收心。

把假期的以玩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学为主的生活方式。

二是决心。

新学期有新开始，尤其对于九年级的学生。人生最关键的时
候，往往只有几步，我们要在新学期伊始就下定决心使自己
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开端。

三是恒心。

前行的路上总是布满荆棘，学习上要下功夫，持之以恒，战
胜一个个困难，去争取新的辉煌。



四是爱心。

不仅要提高学习，同时还提高品德修养。尊敬老师，孝顺父
母，团结友爱，互助互进。

五是用心。

读书需要用心，处处用心皆学问。只有用心做人、做学问，
才能有所成。

我们在这新一轮朝阳升起的时刻，为了理想共同努力吧!

计划初三生活的计划书篇五

应高度认识奋斗目标的必要、重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学习和打仗一样，如果没有认真提前准备，没有制定具
体目标，很可能“吃败仗”。为了胜利，应在短短的一年中
加强“备战”，增加学习与考试的竞争实力，要制定初三的
学习计划，明确自己应怎样学，要清楚实现什么目标，才能
做到心中有数。

应坚定实现奋斗目标的信心和决心。一部分学生的成绩非常
偏科，却认为再奋斗为时晚矣，于是产生了对自己的自暴自
弃，甘愿去等待失败。可是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思
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要坚信自己在初三，是有希望
赶上的，只要及时补习、查漏补缺。

应重视选择奋斗目标的条件依据。选择初三学习目标应以科
学的态度来选择，认真总结以前的学习情况，对各学科认真
反思，弄清楚到底掌握了哪些知识，到底哪些方面还比较薄
弱，做到“认识自己”;要根据自己的好差制订目标，一一解
决过去学习上的问题，防止要求高而达不到、低而够不了的
问题;要量力而行。总之，选择目标要以自己的学习基础、学
习能力为基础。



应认真制订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初三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既要学习初三新知识，又要补习以前没学好的知识，要科学
地、合理地规划学习目标。

初三的安排:

1.每天6:10起床.打开收音机边听英语,边洗漱吃饭.

2.到校后利用课前时间多看看今天要讲什么,回顾昨天的东西.

3.充分利用每堂课,认真听讲,不懂就问,多和周围同学交流学
习经验和解题方法.

4.中午要有午睡习惯,大约在20--40分钟左右.剩下的时间用
于背语文的古诗和历史.每天中午背3--5首古诗.同学,贵在坚
持不懈!

5.在校10分钟的课间里,最好不要再想着出去玩,要在这10分
钟里好好理顺一下刚才老师所讲的自己懂了多少,有问题及时
解决.

6.放学不在外逗留,抓紧时间回家,10分钟内吃完饭,然后就一
心学习.

7.初三前几个月重点放在物理,数学,化学和语文背诵上.

8.到后期重点放在文科,理科方面也要适当做些经典题.

学习方式:

对于语文,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平时的积累. 教课书上的古
诗\文言要会背,重点段落要会翻译和默写.生词表上的单词要
会写. 这是前面基础的10分.后面的阅读一定要注意平时的积
累, 首先要多读好的文章, 注意积累其中的词汇.读完一篇好
的文章不仅仅是读了就完了,要像在语文课上一样做分析,分



析一定要透彻,这样才有助于阅读水平的提高. 做题的时候一
定要在把握文章中心的基础上.读不懂就再读,要是真的读不
懂,那么就是基础功不够了...关于作文首先卷面一定要整洁,
有必要的话练下字去.平时要多读好文章\好作文,并深刻解析,
这样对作文也会有帮助.但关键还是靠自己的感觉.

数学平时如果作业不多的话,自己多做一点题吧!一定记住:熟
能生巧!这一点致关重要!!!去年中考我考了117,也是粗心...
所以对于理科,做完了都要检查.检查的时候如果时间还多,那
么把答案蒙起来,重新做一遍吧!时间紧就把你认为你没有把
握的题目做一遍.最后加一点:切忌骄.

英语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关键看你有没有兴趣啦!上
课注意听讲,语法不仅仅要背得,而且要熟练(这点跟数学一
样),学习了语法就多用用,练习相信老师布置的已经够的多了.
单词也一定要努力背诵,不要一次性背诵,要反复巩固,多学\
多背\多用才是硬道理!也不要忽略课外的培养,多看一点适合
自己的英语杂志\电视等等,并且我个人认为不要看中文了,这
样有一点适当的压力未尝不是好事.语感的培养同样重要,有
了较强语感可以大大加强速度及正确率.这全依赖与课外培养.

物理是一门理科,但同时又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某个角度
所,物理就是生活的学科.平时的生活中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周
围的物理现象,比如打篮球的时候篮球飞了起来那是因为人的
手对它做了功,它依靠惯性飞行;飞行过程中是动能转化为重
力势能,重力势能又转化成为动能等等.物理的公式\定理也要
像数学一样的理解并且记忆,并且懂得举一反三的道理.做物
理实验的时候不能马虎,注意观察,并且要亲自动手做一做.

政治考试的时候应该是开卷的(至少我们是).这样题型会相对
灵活,但是万变不离其中.考试之前对教材一定要熟悉,我是采
用通读教材的方式熟悉教材的,挺有效的.另外做题的时候要
好好审题,答偏了可是一点分都不给....答一题的时间不能太
长,简答题答清要点即可.如果闭卷一定要背得各个概念.



生物我认为挺简单的,我们初2时也是开卷考试.但是对教材也
要熟悉,同样可以采用通读的方法.答题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发
散.

历史对于大事件一定要清楚地记忆人物\时间\地点\过程和结
果.历史的背诵最好是平时就背诵了,你要临时记忆效果不会
太好...历史是一门正宗的课外学科,所以课外的积累是最重
要的.课外的掌握若是丰富了,自然不会怕考试.

学习地理同样是课外的积累,我个人推荐《中国地理杂志》一
书,我认为对于有需要的人,它是不错的选择.学习地理我还有
一个小窍门,那就是听天气预报,这对于记忆各省市行政区很
有帮助.

最后一点,学习之余要注意劳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