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良好心态的培养教学反思与总结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学反思(通用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
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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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使用苏教版的学生和我以前教的使用人教版的学生相比较，
在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方面，确实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这个学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主要是要教会学生掌握写钢
笔字和毛笔字的执笔方法和书写的姿势，培养学生写钢笔字
和毛笔字的好习惯。为了让学生能够比较顺利地从使用铅笔
过渡到使用钢笔，暑假期间我就布置学生在家长的指导下练
写钢笔字。从学生们交上来的习字册来看，大部分同学还是
完成得很认真的，效果不错。

指导学生认真看图后，我让他们讨论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收
获，然后课堂上就让他们拿出田字本，写几个自己最喜欢的
字。在学生写字的过程中，我下位巡视，发现执笔方法和书
写的姿势不正确的，就马上边示范边纠正，学生的可塑性是
非常大的，容易犯错，也容易改错。最后把写得好的钢笔字
展示给全班同学看，并且先让他们自己点评好在什么地方？
说得不全面的地方，我再适时进行补充。巡视了一圈下来，
心里还是挺快乐的，因为学生们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要出色得
多！



利用下课前的五分钟时间，我对学生提出了这样几个要求：

每个同学的笔盒里有而且只能有两种笔：钢笔和铅笔，钢笔
写作业用，铅笔画图用。

每个同学至少要准备两支以上的钢笔，而且使用同一种颜色
的钢笔水。

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后，都要记得检查钢笔是否灌满钢笔水。
尽量不要把钢笔水带到学校里来，如果中途没有钢笔水，到
老师办公室灌钢笔水。

使用钢笔写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认真，开始使用钢笔的一
段时间，速度尽可能慢一些，老师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绝
对不允许使用改正液、改正纸之类的'东西。

习惯的培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一定会把这些要求
贯穿在我每一节课中，反复抓，抓反复，常抓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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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完了这一习惯篇后，我感觉到学生的学习习惯需要加强！
其实我们每一位老师、家长都知道习惯的重要，但在对引导
与培养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尤其是在让学生学习握毛笔时，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只有几
位学生能完全按照我的要求做到，其他的学生不是用手全握
就是四指并拢着握等等，真是厅态百出。经过多次示范、纠
正，仍然有多名孩子无法正确地执握。让我有种任重而道远
之感！

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孩子了，但他们的种种表现让我觉得他们
好似刚踏进小学校园似的。它也让我感觉到习惯的培养多么
重要，又是多么地困难！



可能是老师、家长平时对学生的习惯养成没有重视，只要他
们能完成任务、取得较好的`成绩就行了。只看结果，忽视了
对习惯养成的教育。

习惯不良，姿势不正，怎么能写出优美的汉字，又怎么会取
得优秀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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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下课前的五分钟时间，我对学生提出了这样几个要求：

2、每个同学至少要准备两支以上的钢笔，而且使用同一种颜
色 的钢笔水。

习惯的培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一定会把这些要求
贯穿在我每一节课中，反复抓，抓反复，常抓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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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勤”习惯时，在看图明确的重要性以后，我重点进行
了的训练。复习音序查字法，采用小组比赛的形式，学生大
多数能较快地查出来。

从学生的实际教学出发，考虑到练习1的教学中，不但要用部
首查字法查到这个字，而且要学会从字典中读懂字的'解释，
再结合句子正确选择义项。这样的教学重点难点比较集中，
学生会感觉难度大。所以我在习惯教学中将部首查字法的一
般步骤先进行了教学，以降低后面教学的难度。从课堂效果
看，每个学生都对部首查字法有较浓厚的兴趣。课堂上所查
的几个字（两个部分，一个是部首，一个不是部首的字：勤、
饺、端、踏）（两个部分都是部首的字：劝、香、困），多
数学生能顺利找到。

课后，我让学生从自己和同桌的姓名中寻找两个部分组成的



字，进行的巩固练习。有很多孩子不一会儿就兴致勃勃地跑
来告诉我，他在字典中用部首查字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他们学习兴趣这么浓厚，我觉得，自己的教学目的达到
了。

良好心态的培养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是苏教版的特色，而习惯则是日积月
累的细节。它远远不是一堂课能教完的，不仅要督促孩子形
成新的好习惯，更要将原有的好习惯保持发扬。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逐渐养成。

“不懂就问”是学生平时在生活中、学习中遇到疑问，向他
人请教。教学时，我引导学生认识到“不懂就问”的重要意
义，引导学生知道如何做到“不懂就问”。我在教学中不仅
仅与学生讨论了“不懂就问”这个学习习惯的'内涵，更注重
于对他们自身的研究。经过不同形式的“问”这一主题的讨
论，使学生们知道了不开口也可以问的，这就从另一角度思
考了这个问，尊重了学生的个性特征。为不同性格的孩子打
开了一扇扇“问”的门窗。最后，组织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
讨论：我是否有勤学好问、不懂就问的事例？该怎么做？根
据学生的讨论，及时给予评点、指正。

“勤于搜集资料”是学生在阅览室、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
通过相互交流、上网、参观有关展览、采访等方法搜集资料。
教学中，我引导学生知道搜集资料的重要性，知道搜集资料
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在公共场所查阅资料要注意言行举止文
明，保持教室安静，还要注意爱惜资料。如果资料不是自己
的就不能剪贴，但可以将需要的资料抄录下来或者复印下来
加以保存。还要注意做好资料的交流和展示。

我想，习惯的培养需要一个科学有序的过程。叶圣陶先生曾



说过：“大凡传授技能技巧，讲说一遍，指点一番，只是个
开始而不是终结。要待技能技巧在受教育的人身上生根，习
惯成自然，再不会离谱走样，那才是终结”。所以讲说和指
点之后，接下去有一段必要的工夫，督促学生多多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