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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成勤于朗读背诵的好习惯。

朗读要做到吐字清晰，音准气足，节奏停顿合理，要有抑扬顿挫的韵律美，准确地体现

出作者的情感。朗读人物的对话，要力求模拟出人物的心情、口吻，使人物形象活生生地站

立在听者面前。朗读诗歌要铿锵悦耳，语势错落有致，节奏抑扬回环，具有音乐美。通过琅

琅地朗读，文章的内容、情感、文句的优美、汉语音的韵律，也都能体会出来了。

背诵要下苦功夫。可以分层背诵；可以化整为零地背诵；可以先抓要点背诵，然后连贯

地背诵。背出以后还要经常复习运用，这样就可以做到终生不忘。

二、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思考是掌握知识的中心环节。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首先要善于提出问题。思考是从问

题开始的。因此，引起思考的最好办法就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其次要善于分析综合。分析就

是深入到文章的内部分解剖析，将各部分的个别特征区分开来；并加以比较和鉴别，从而对

学习的内容有深透的了解和认识。对所读的书要分解成若干部分，然后逐一剖析。综合则是

在分析的基础上把各部分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从而把握整体。第三，培养独立思考习惯要克服

不良的思维定势，防止思想的僵化。所谓思维定势就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好的思维定势

可以使学习和解决问题变得容易、迅速；不良的思维定势则会束缚人的思想，难以有所发现

和创造。要善于从固有的思路中跳出来，变换角度去思考，往往会有新的思想。

三、养成勤查词典资料的好习惯

读书要养成勤查词典资料等工具书的习惯。工具书的种类很多，除了字典、辞典外，

还包括文献资料、索引等供查找使用的图书。最常用的工具书为字典、词典。如《新华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成语大词典》等。

工具书不仅可以在碰到疑难问题时查阅，而且也可以作一般书籍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同样是

大有收益的。

四、抓紧课堂的四十分钟。

这是平时语文学习中最重要的一点。四十分钟课堂凝结了老师的心血和智慧，集中了老

师的汗水和才智，通过每一堂课，每一篇课文，老师不仅教会同学们知识，更教给同学们一

种方法，一种能力，教师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所以，每一位同学都要重视四十分钟

的课堂，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维，大胆发言。每堂课下来，每位同学都要问问自己：



我学到了什么，我记住了什么。哪怕记住一个词，记住一个句子，一种方法，都是收获。试

想，如果我们每天在课堂上都有这样的收获，日积月累，语文能力就会提高。语文能力的形

成正是语文知识达到一定量的积累的结果，没有量的积累就不会有质的飞跃。可能有的同学

认为对于考试而言，课文只是例子，考试时也不会出现，而且语文也不如数、理、化一样，

我今天不听明天就听不明白了（因为我们的教材是由一篇篇相对独立的课文构成的），因而

就对语文课的课文分析不重视。但是要知道我们的阅读经验就是在一篇篇课文的分析、讲解

中积累起来的，如果没有对课文的感性认识的积累，阅读的水平很难提高，如果别人是一篇

篇积累，你是一篇篇扔掉，三年下来，你的语文水平能有多大的提高，就可想而知了。所以，

同学们应该重视语文课堂的学习。

五、课外阅读常补充。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学好语文，仅有课堂是不够的。课文只是例

子，是培养语文能力的必经之路。对于考试而言，还需要有广泛的课外积累。要培养自己爱

读课外书的习惯，做一个勤奋的阅读者，报纸杂志常翻阅，看书买书做书虫，养成勤摘抄课

外优秀语段、文章的好习惯，丰富知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操。阅读健康的报纸杂志，注意

摘抄积累精彩的文段，并努力化为自己作文的语言，在不自觉中丰富写作的内容，增加语言

的文采。如果眼睛仅仅盯住课堂、课本，“我的眼里只有你”，那提高语文素养的效果不会大，

而且与新课标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也是相背离的。那种把看课外书视为洪水猛兽的观念、做

法，也与语文学习南辕北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语文学习方法，无异

于缘木求鱼，是学不好语文的。

王羲之曾经集合众家之长，才能尽变古体，被世人尊为书圣。《吕氏春秋》曾经集合诸

子百家思想，最终成为一字千金的难得好书。韩非子也曾集合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成了著

名的思想家。孔子周游列国，学到的知识尽为其所用，成为世代传诵的圣人。他们都是在自

己的领域的集大成者。学习语文要如宋代的苏轼所说的：“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杂说》）

只有多读课外书，多积累课外有益的营养，并且尽为我们所用，才能够使语文成绩有质的飞

跃。

王国维先生说，做大学问需有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

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们相信，只要同学们胸怀大志，为提高语文水平

孜孜以求，注意培养语言敏感和生活敏感，扩大读写量，提高读写效率，课堂上主动参与，

针对语文内容进行有效的学习，那么你的语文成绩一定会提高，你的语文综合素质也会大大

提升！

好方法成为好习惯，你便会“一览众山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