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绩计划表 一个提高学习成绩的学习计划
(汇总5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我们该怎么拟定计划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
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成绩计划表篇一

学生如何找自己学科上的漏洞呢?主要就是要在预习时找漏洞。
上课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注意力才会集中，听课效率才会
高。除了预习，做题也是一种很好的找漏洞的方式。

秘诀二、多做题不等于提高分数，只有多补漏洞，才能提高
分数

题目千千万，我们是做不完的。做题的是为了掌握、巩固知
识点，如果已经掌握了，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学生应该把时
间放在补漏洞上，预习也要引起高度重视。

秘诀三、不要轻易放过一道错题

秘诀四、落实的关键是检测和重复

落实就是硬道理。看自己补漏洞的效果如何最好的方式就是
检测，多次检测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漏洞就不上了。补漏
洞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解决，需要一定的重复。

秘诀五、既要“亡羊补牢”，更要“未雨绸缪”

考试后，教师逐题分析错题、失分原因——找漏洞;制定切实
有效的改进措施——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项训练——补
漏洞。有时“亡羊补牢”已经晚了，我们更应该“未雨绸



缪”。每天把学习上的问题记录下来并解决落实好。考前的
模拟测试，也是一个好办法。

秘诀六：百宝箱其实是一本备忘录，现在麻烦是为了将来不
麻烦

百宝箱是个新鲜玩意，其实就是一本备忘录。百宝箱的主要
用途是记录问题，包括作业或试卷中不会做的题目、做错的
题目，重要的句子、公式、定理等知识点。它还可以当做笔
记本，写个人的心得体会、人生感悟，记录一些灵感和想法。

提高学习成绩的秘诀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就能创造奇迹。

成绩计划表篇二

建立一个“错题本”

估计，很多家长都不会认同这是一条“提高学习成绩的捷
径”;很多同学也不愿意建立这样的“错题本”。

正是这样，建立一个“错题本”，才能够成为一条“提高学
习成绩的捷径”。

因为，大家都没认识到或者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捷径”，
而且，还都不愿意去做，这就是一条“捷径”。

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那就不是“捷径”，而是“大路”
了。

“大路”肯定不是“捷径”!因为，走的人太多，谁都没有什
么优势可言。

“捷径”就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或者说，就不是什么
像样的路。它之所以称为“捷径”，就是人们通过它可以达到



“出其不意”的效果，甚至是“出奇制胜”的目的。

所以说，“捷径”往往是不为常人所知晓的;知晓的人也会往
往因为顾虑其艰险，而“望而却步”。

“捷径”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康庄大道”。

“康庄大道”倒是好走，但是，高考却不是“康庄大道”;而
是，“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

高考是通往高等学府——各个大学的“升学决战”。高考的
决战是何等的波澜壮阔，高考的竞争又是何等的激烈。不付
出艰苦地劳动和辛勤的汗水是很难取得高考的全面胜利的。

那种既想上北大清华，又想学热门专业，还不想花什么力气、
下什么功夫的想法，无异于“一枕黄粱”或“白日做梦”。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都付出了辛勤和艰苦的努力，建立一个“错题本”有何难
的?!

成绩计划表篇三

课前预习既培养了孩子的自学能力，又能提高孩子听讲的兴
趣和效果。

2、课后复习

刚记住的东西最初几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两天后就较缓慢。
复习其实就是与遗忘作斗争，巩固所学知识。

3、独立解决问题



孩子学习上有困难请求帮助时，家长应热情地鼓励孩子自己
试一试。只要尝到胜利的喜悦，孩子便会增加信心，勇敢地
迎接下一个挑战。

4、认真书写

一个书写认真的孩子，往往也能认真对待学习及其他许多事
情。相反，一个连字都不愿好好写的孩子，很难做好别的事
情。

5、记笔记并事后整理

整理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效的过程，而且还能锻炼自己分析、
归纳的能力，一举多得。

6、主动学习

让孩子准备一支红笔，随时改正练习本、试卷上的错误，以
鲜艳的红色加深错误在脑海中的印象，然后用一个本子，将
这些错误收集起来，用错题汇编、错别字举例的形式分类记
载，以警示自己，避免出现同类错误。

7、积极阅读、写作

孩子在养成观察、思索、阅读习惯的同时，也要勤于写作，
写写读书笔记、读后感、观后感和日记之类。这个过程不仅
是运用语言文字技巧的训练，也是一种严格的观察、思维和
想象等认识能力的训练。

8、有条理

做各科作业要预先安排好时间，学习用具的收拾要有规律，
书本存放在书包或书桌上要有一定的次序等等。东西存放无
规律，要用时东寻西找，极易影响学习情绪。同理，如果做



作业时不讲条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学习效率肯定就高不
了。

成绩计划表篇四

无数的学生，为什么一天一天的学习，不见成绩提高，让我
们分析下原因。

学习要专注，中小学时期，没有那么多天才，同学们都是在
学习中专注地挖掘和尽情地展示自己。你是否在书写、听课、
作业中还是那么的专注，是否一直有专注学习的心态!这样的
学习激情和感受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离你渐行渐远。

学习要持之以恒，努力只代表自己正在坚持做的，可能最终
都是三分钟热度，很快沉沦在贪玩的懒惰中。慢慢的将学习
看做是一种投机，伪装给家长和老师看。换来可怜巴巴的赏
识与夸奖，把自己陷进学习的困境中，感觉越学越累，甚至
感觉自己越学越笨，开始逃避、厌倦学习，从而失去了宝贵
的时间。

学习要真努力，对学习有激情的同学，越学越精神，不断激
发潜在的动力，越努力越有成就感，这才是正努力。当你学
习、做作业时不由自主的发呆、讲话、吃零食，一旦听见老
师父母的脚步声，你会迅速的伪装一副努力的样子，这不是
真努力。你把注意力放在看电视，玩电脑、玩手机，上课发
呆，写作业发蒙，聊海阔天空中，这不是真努力。

我们专注、持之以恒、努力地做好每一天，就能提高成绩。

成绩计划表篇五

上课听讲，谁也不能保证能够百分之百地听懂;能真正听懂百
分之六七十就是很好的了。剩下的那百分之三四十怎么办?这
就可以用上“提高学习成绩的第二个捷径—勤学好问”了。



有的同学或家长会说，何必要“勤学好问”呢?我们“直接就
问”不就行了吗?!“直接就问”行是行，但是，除了在上课
时之外，“直接就问”的效果不太好。

试想一下，假如有一位同学做题时，他自己不过脑子，每一
个步骤都问你一次，你纵有再好的耐心和脾气，估计时间长
了，也会烦的。因为，你什么也别干了，过个一二分钟就要
回答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你的学习或复习思路全都被打乱了，
你肯定烦。

我在上大学学习时，就有这样一位同学，特爱向同学提问题。
在大家都在教室做作业时，他隔个三五分钟就要向同学提出
一个做题中遇到的问题。开始，大家还觉得他“不懂就问”
挺好的，可是，在他问过三次以后，大家就比较烦了。弄得
他的同桌只得“逃之夭夭”，他又问别人，别人也不怎么理
他。他就问班长，我们班长岁数大一些，脾气也挺好，还耐
着性子解答他提出的问题。但是，他问多了，班长也烦了，
但不好发作，只得说“相关分析”。他说，相关分析也不会
做。一位同学讽刺他说，你傻呀你!另外一个脾气比较“火
爆”同学可能是烦急了，拿起一本书就向他砸了过去，大声
说，先自己看看书，老他*的提问题，大家都烦了。那位爱提
问题的同学当时“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大
家都不怎么理他，他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这个例子说明，“直接就问”的效果很不好。特别是老提一
些初级的问题，不但不能引起同学的共鸣，反而让人觉得很
可笑。所以，“虚心请教”是好的，但是，提出不懂的问题
之前，最好自己先看看书，思考一番再说。所以说，第二
个“提高学习成绩的捷径”是“勤学好问”，而不是“直接
就问”，或“见题就问”。“勤学好问”的前提是“勤学”，
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先自己解决，看看书，翻翻自己的笔记，
想一想如何能把题答出来，或做出来。

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说



的就是，遇到不懂的问题，自己先看看书，看看定律、定理，
套套公式，看看能不能把题做出来。如果，可以自己解决问
题，那不就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又攻克了某门课程学习上的一个
“堡垒”;自信心就又多了一分。自信心多了，好哇!那对学
习是很有促进作用的。

经过这些步骤，还是搞不懂，弄不明白时，也不要怕丢人，
就要去问老师，或者问同学。“勤学好问”谁都不会笑话你，
老师和同学们都会愿意帮助你。特别是，当你发现或提出的
问题是“很有水平的问题”时，同学们还会佩服你，老师还
会表扬你。有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直接
就问”的效果不好，但是，“有问题不问”则更不好。这倒
是没有烦别人，但是，自己学习上的问题，特别是难题没有
得到解决，吃亏的是自己呀!

有的同学可能是比较内向，或者是不愿意麻烦老师和同学，
或者是爱面子，或者是“虚荣心”在作怪，在学习上遇到问
题，碰到困难，总想着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也不轻易
开口问别人。这种遇到问题“总是自己扛”的情况，对自己
的学习进步，特别是成绩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学习
上的问题攒多了，就会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对参加
高考是很不利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