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生学习方法

第一讲  学习要有科学的方法   

     

    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因素很多，例如学习目的、学习态度、

学习方法、先天遗传素质、后天身体状况、教师与家长教育水平高

低以及教育方法是否得当，校园小环境与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原有

知识基础好差以及智力、能力强弱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

是想学（目的态度）；二是会学（学习方法）。   

    可以说，所有学生在刚进校的时候，都是想学的。但是，一个

班级几十个学生，同是那几个老师所教，使用统一课本，入学时基

础差不多，过了一段时间，成绩就会出现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初二年级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就是典型的例

证。什么原因呢？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开始个个想学好，但是

有的会学，有的不会学。会学的学生因学习得法而成绩好，成绩好

又可以激发兴趣，增强信心，更加想学。越想学知识越增加，

智力越发展，能力越提高，成绩越拔尖，形成良性循环。不会

学习的学生，开始学习不得法而成绩暂时不好，如能及时总结教训，

改进学法，变不会学习为会学习，经过一番努力是可以赶上去的。

如果任其发展，不思改进，不作努力，成绩会越越来越差。当

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容易赶上了。那时就会对学习失去

兴趣，不想学习。越不想学成绩越差，继而在思想上产生一种

对自我能力的怀疑，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子，对学习完全失

去了信心，厌恶、害怕甚至拒绝学习。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

必将成为学习上的失败者。分析这两种学生的发展过程，前者走

的是：想学——会学——更想学的路线，后者走的是：想学——不

会学——不想学的路线。两条路线起点相同，分歧点就在学习方法

上。

    由此可见，会不会学习，也就是学习方法是否科学，对广大青

少年学生来说，确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叫学习方法？就是学习时采用的手段、方式或途径。

只要在学习，就必然采用某种方法：这种方法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

的？是主动学习掌握的还是无意之中形成的？对促进学习成绩上升、

学习能力提高，作用是大还是小？只是没有想过，或虽想过但没有

认真注意和研究罢了。通过调查和观察，就会发现，中学生的学习

过程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上课前，有的学生对老师这堂课要讲的内容一无所知，坐等老

师上课讲解，老师讲什么就听是什么，老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显

得呆板被动，缺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的学生课前认真预



习，听课时有的放矢，对预习发现的难点、重点和关键的地方细听

详记、思考理解，当堂掌握，在学习中较好地发挥了主体作用。同

是预习，方法也不一样。有的看起书来，象是看小说似的，不大容

易发现问题，更难掌握教材的内在联系，即使发现什么问题，也

停下来问个为什么，不去追根求源搞清楚；有的看书时动手又

动脑，把新课中的旧概念、旧知识查个水落石出，对新课中的问题

能理解的就当时弄通，弄不通的就记下来，等上课时集中注意力听

老师分析讲解。        

    课堂上，有的学生全神贯注，专心听讲；有的分心走神，瞌睡

打盹。同是听课，有的象架录音机，全听全录；有的象个速记员，

边听边记，记了一大本，问题一大堆；有的以听为主，边听边思考，

有了问题记下来；有的干脆不记，只顾听讲；也有的边听讲边划书

边思考。同样是思考，有的思考当堂内容，有的思考与本课相关的

知识体系，有的思考教师的思路，有的拿自己的思路与教师的思路

相比较。        

    下课后，有的学生抢做作业，作业一完，万事大吉；有的先回

忆复习课上讲的内容，然后看书整理笔记，把教材充分理解掌握了，

才开始做作业。有的课上未听懂，下课也不问，随它去了，玩得天

晕地黑。

    同样，在看参考书、做习题、阶段总结、考前复习以及考后分

析等其它环节上，也都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做法。        

    以上是从每个具体学习环节上看的。如果从学习整体过程上看，

也是形式多样，方法各异。有的先预习后上课；有的不预习就上课；

有的只重视上课，课后抄抄作业就算；有的课上未听好，课后一头

钻进作业堆里面；有的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也

有的课前认真预习，课上专心听讲，课后及时整理，独立完成作业，

按期做好阶段复习总结；还有的定有周密的学习计划，合理地安排

时间，科学地进行预习、听课、作业、复习、总结，考试时胸有成

竹，每考必胜……

    以上方法是怎样来的呢？通过调查可知，来源与五个方面：

（１）向别人学的；（２）自己摸索“悟”出来的；（３）同学之

间研究切磋得来的；（４）老师断断续续指点的；（５）从某些书

中受到启发的。不管从哪个方面得来的，难免是片面体会或“一孔

之见”，往往属于经验型，带有片面性，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适

用性。需要教者帮助找到一种便于学生掌握和运用的学习方法。    

    

    科学的学习方法在哪儿呢？近几年，笔者共问卷调查了一万多

名（8000名初中生，2000名高中生，540名中师生）成绩较好的学



生，并分别邀请其中成绩拔尖、学习有法的同学开了几十次座谈会，

让他们介绍学法，总结经验，探求规律。大家倾向一致的意见是：

每天六节课中的新授课，都要按照       ：

    预习——上课——整理——作业这四个步骤组成的环节滚动

一次。一个章节结束，都要进行系统复习总结这一步骤，使每课时

的小环环环相扣，形成整体，不仅如此，他们在每个步骤上都有许

多具体做法和严格要求，对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也都有得力的措

施。把这些做法、要求和措施集中起来，把前四个步骤称为环节，

构成完成每一课时的学习不可缺少的四环，加上最后一个步骤，合

称“四环一步”。按照这一过程去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按每一

环节和步骤上的科学方法去做，就称为“四环一步”学习法。      

  

    如果从一个阶段或一个章节来看，教师在教几个课时之后，一

般要按章节，按单元把所学内容联系起来复习总结一次，学生也往

往要根据所学内容的知识结构进行复习总结，使自己的知识前后衔

接，融汇贯通，达到系统掌握之目的。       

    综上所述，学生学习过程应由每一课时的四大环节加上阶段系

统复习总结这一必要步骤组成，“四环节”以上课为中心，每天必

做；“一步”按章节，分单元进行。四环节一步骤节节相连，步步

相通，构成了学习过程的有机整体。预习是起始环节。为上课扫清

障碍，开辟道路，做好知识上的准备；上课是中心环节，既是预习

的目的，又是对预习的检验，同时对下面几个环节起到关键作用；

课后整理消化是中继环节，是上课的延续和加强，又为顺利做作业

创造条件；独立完成作业是深化环节，既巩固前面的成果，又为阶

段复习提供了典型材料；系统复习总结是贯通步骤，是对本阶段诸

课时学习的回顾与总结、提高与升华，又为转入下一阶段学习奠定

了基础。“四环一步”缺一不可，否则，就使学习过程中断，破坏

学习的连贯性和方法的整体性。运用这一方法进行学习，符合中学

生掌握知识的心理过程，又与教师教的过程相配合，相辅相成，浑

为一体，符合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

 

      第二讲    认真预习  初步加工

    预习，即课前自学。是学习新知识的起始环节。一般指在教师

讲课之前，自己先独立地阅读新课内容，做到初步理解，为上课做

好知识上的准备的过程。

        



    预习从时间和内容上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１）课前预习。

是在老师讲课以前，先自学下一节课要讲的新内容；（２）阶段预

习。指预习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内容，范围往往是一章或几章，需要

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才能进行；（３）学期预习。指开学前在假期

里，把新学期的教材先自学一遍。这三种预习，一个比一个线条要

粗。        

       课前预习有以下几点好处：

       １.预习可以提前消灭听课中的“拦路虎”。        

     通过预习，必然会有部分内容弄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呢？原因

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掌握好有关的旧知识，也可以说没有掌

握好新课的预备知识。预习就象“火力侦察”，可以发现知识上的

薄弱环节，在上课前迅速补上这部分知识，不使它成为听课时的

“绊脚石”。这样，在学习和理解新知识时就会很顺利。有的学生

之所以听讲效果差，有一条原因，就是没有准备好听课前所必需的

旧知识，从而给听课带来了各种困难，很难做到当堂理解。结果上

课时间被白白浪费。而预习，就可以避免这种被动局面的出现。例

如，课前预习到初一数学《一元一次不等式和它的解法》一节时，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就是求这个不等式的解集

的过程，它的一般步骤与解一元一次方程类似，但一定要注意当两

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不等号的方向必须改变”。如

果不预习，上课时老师又不复习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直接讲“两

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不等号的方向必须改变”的内

容，有的同学就会听不懂。如果停下来，去问同学或查书，就会耽

误了听课，结果，一步掉队步步掉队，再听也接不上了。这节课可

能弄得心烦意乱，毫无成效。如果在预习过程中及时补上旧知识，

上课听讲，接受新知识就会比较顺利。

２.预习可以提高听讲水平。        

    一般说来，预习不可能把新教材全都理解了，总会遗留下一些

不懂的问题，盼着上课时解决。这样听讲目的明确，态度积极，注

意力也容易集中，听讲效果好。比那些老师讲什么听什么、主观上

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重点、没有具体目标的学生，要主动得多。当

老师讲到自己预习时已经理解的部分时，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要

看老师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拿自己的思路与教师

或同学的思路进行比较，看教师或同学高明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

么地方，自己还有哪些理解不够的地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假

定书上有一道题，有Ａ、Ｂ、Ｃ三种解法，你预习时掌握了Ｂ种解

法。课堂上老师把问题提出后，你就会胸有成竹地期待着，看老师

或同学是怎样做的。如果有同学用Ｃ种方法解时，就可以举手提出



你的Ｂ种解法，因为你的解法比较高明，教师、同学都会向你投来

赞赏的目光，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如果那个同学

也用Ｂ种方法解，你会因为与他不谋而合而高兴。如果老师在总结

同学们的解法之后，提出了Ａ种解法，你就会感到惊喜不已，心中

有顿开茅塞、别有洞天之感，佩服老师高明，更加虚心向老师学习，

拍脑袋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步，从而提高学习兴趣，激起

今后预习的欲望。可见，预习后上课不是没事干，而是听有重点，

看有“门道”，学有目标，重在思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掌握新

知识，而且有利于思维能力的发展。

    如果先不预习，不管用哪种解法解，都认为对，不会产生上面

的情感体验，印象淡薄。由于盲目的听课，听和记本来就够紧张的

了，哪里还能够匀出精力来思考理解？更谈不上与教师同学比较思

路了。

 ３.预习可以提高笔记水平。        

     由于预习时看过课本，所以老师讲的内容及教师板书，书上有

没有，心里一清二楚。凡是书上有的，上课可以不记或少记，也可

以留下空白待课后记。上课时，着重记书上没有的或自己不太清楚

的部分，以及老师反复提醒的关键问题。这样做，就可以把更多的

时间用在思考理解问题上。有的同学课前不预习，不知教师板书的

内容书上有没有，从头抄到底，顾不上听课，更来不及思考，失去

了许多宝贵时间。后来翻翻书，原来许多内容书上都有，根本用不

着抄。着种盲目性的听课，大大影响了听课的效果。

        

那么应该怎样预习呢？        

     一是要妥善安排时间。最好在前一天晚上预习第二天要上的

新课，这样印象较深。新课难度大，就多预习一些时间；难度小，

就少预习一些时间。应选择那些自己学起来吃力，又轮到新讲课的

科目进行重点预习，其它的科目大致翻翻即可。某些学科，也可以

利用星期天，集中预习下一周要讲的课程，以减轻每天预习的负担。

        

     二是要明确任务。预习总的任务是要先感知教材，初步处理

加工，为新课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具体任务，要根据不同科目、

不同内容来确定。一般有：（１）巩固复习旧概念，查清理解新概

念，查不清、理解不透的记下来。（２）初步理解新课的这部分基

本内容是什么？思路如何？在原有知识结构上向前跨进了多远？

（３）找出书中重点、难点和自己感到费解的地方。（４）把本课

后面的练习尝试性地做一做，不会做可以再预习，也可以记下来，

等老师授课时注意听讲或提问。        



     三是要看、做、思结合。看，一般是把新课通读一遍，然后

用笔勾划出书上重要的内容，需要查的就查一查，需要想的就想一

想，需要记的就记。做，在看的过程中需要动手做的准备工作以及

做做本课后的练习题。思，指看的时候要想，做到低头看书，抬头

思考，手在写题，脑在思考。预习以后还要合上书本，小结一下。

做好预习工作，还要注意几个问题。如果以前没有预习的习惯，

现在想改变方法，先预习后上课，一下子全面铺开，科科课课

都搞提前预习，时间就会不够用，弄得十分紧张，质量也未必

能够有所保证。解决的办法是：先选一两门自己学起来感到吃力的

学科进行预习试点，等尝到甜头，取得经验后，在时间允许的前提

下，再逐渐增加学科，直到全面展开。二是预习应在做完当天作业

之后进行。时间多时，就多预习几门，钻得深一点；否则就少预习

几门，钻得浅一点。切不可每天学习任务还没完成就忙着预习，打

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前面讲过，预习、上课、整理、作业四个环

节组成了每课时的一个圆环，只有当前边一圈滚过之后，方才能滚

下面的一圈，不能因重视一个环节而打乱了圆环滚动“轨迹”，影

响其它环节的运行。三是学习差的同学，课前不预习，上课听不懂，

课后花大量时间补缺和做作业，整天忙得晕头转向，挤不出时间预

习。其实，这种同学差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不预习”上，因为前

面一个圆环“欠债”，而影响了下面环节的顺利进行。这些同学在

短时间内要多吃些苦，在完成每天学习任务之后，加班个把小时预

习。这样做虽然费了时间，但上课能听得懂，减少了因上课听不懂

而浪费的时间，花在课后整理消化、作业上的时间也可以减少许多，

时间一长，运转正常了，学习的被动局面改变了，就不需要再加班

了。四是根据学习的惯性理论，在各门学习成绩都很好的情况下，

有特殊原因，时间太紧，对自己擅长学科也不一定要课课预习，不

是重点、难点的章节也可以不预习。思路照样联系得上，好象铁轨

上留有缝隙，火车照样通过一样，但是距离不能太远，否则就会造

成“翻车”。 

 

                 第三讲    专心上课  积极思考

         

    上课，是学习的中心环节。一个中学生，每天大部分时间在课

堂上度过，各科知识的获取以及智力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上课这

一环节完成。从学法调查中可知：凡是学习得法、成绩好的学生都

十分重视上课这一环。凡是未学好、成绩差的同学，最主要就差在

没有专心上课上。

    



    那么怎样才能专心上好课呢？        

   

    １.重视听讲。充分认识到老师在上课时的重要作用。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在上课时表现得最充分，时而指引方向，

时而启发诱导，时而鼓劲加油，时而扶持帮助，教者始终处在学生

的前列，为学生引路导航、指点迷津。老师的分析讲解、启发点拨，

不管从内容的连续性、生动性还是从方法的系统性、灵活性，都比

课后的辅导详细得多，更是同学们自己看书远远不能比拟的。不仅

如此，教师还能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反应，不断调整教学的进度和方

式。千方百计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可以说，在老师的指导下，学

生走的是一条最简捷的认识道路。每位同学应虚心向老师学习，在

老师指导启发下上好每一节课。有的同学认为，父母懂得数理化，

回家补补就行了，这些想法千万要不得，有了这些念头无意之中就

会放松听课，降低四十五分钟的效率。        

    ２.专心听讲。课上应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解，

眼睛要盯着老师的嘴；看老师表情；耳朵听老师讲课的声音；头脑

思考老师所讲的内容，思路应与老师保持一致。有的同学努力这样

去做了，但是，有时听着听着，自己的思路离开了老师讲解的思路，

独自思考起来。我们说，上课向老师学习是有时间性的，千万不要

丢掉这个宝贵的机会。要尽量强制自己，使自己的思路与老师的思

路保持一致，同步前进。如果自己在老师启发下有了比较好的想法，

可以在笔记本上记下几笔，等下课后再去深入思考。在课堂上思路

不可离开“向导”，单独行动，更不能乱发奇想，思想上“开小

差”。课堂上“分心”、思想上“跑马”是学习的大敌。 

    ３.会听门道。一般老师上课分成几个大步骤：开始复习与新

课有关的旧知识，接着引入新课，进行分析、论证、推理。启发引

导同学们理解掌握新课的内容，最后还要概括小结一下。如果是数

理化英语等科目，中间可能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练习。同学们要听

得出来，明白每一步骤讲话的目的。        

    另外，在听课时，有的同学从兴趣出发，对自己想听的认真听，

对那些理论性强、比较枯燥的内容就不认真听，这样也是不行的，

因为知识是有连续性的，忽视了哪一部分都会破坏知识的系统性，

降低学习效果。

    ４.当堂弄懂。指课堂上就要基本理解掌握所学的新内容。一

堂新课，总要介绍一些新概念、新关系、新技巧、新方法。那么，

课堂上就要搞清楚每一个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弄清概念与概念之



间的关系。对数理化中的公式、法则、定理、定律要知道是怎样推

导出来的，以及如何变形和运用。对政史地文中的原则、要点、方

法要当堂理解和记忆。对英语中的新词、句型、语法关系要及时熟

记和掌握，当堂任务当堂完成，尽量

留尾巴，不增加课后负担。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当堂懂呢？这与个人的知识基础、理解能

力以及预习程度都有关系。在课堂上教师讲到哪里，你就想到哪里，

教师讲什么问题，你就理解什么问题，教师“启”，你就“发”，

始终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在思考理解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下面两

种情况，要学会处理。        

    一是在理解过程中出现不理解或者理解不透的地方，应争

取在老师允许下提出问题。当场把它弄懂。如果课堂上不允许停

下来解答你的问题，这时的思路就不要停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

应该暂时跨过去，继续听老师分析讲解下面的内容，等下课后再去

请教老师，把课上“卡壳”的地方弄懂。        

    二是有的同学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思考理解上，顾不上记笔记。

一课下来见别人记了很多，自己记的甚少，心里不踏实，怀疑自己

的学习方法不对。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记笔记是为了帮助理解记

忆的，记是手段，理解是目的。如果上课时既能理解又能记好笔记，

当然更好。如果二者之中只能顾其一的话，那么就干脆不记，以保

证专心听讲和当堂理解。等下课后，再借别人的笔记补一补。课上

虽说顾不上记，手里也要拿一支笔，当老师讲到某个问题对自己有

启发时，或某个问题不懂、或有什么好的想法时，可在纸上或书上

简要地记上几笔或画个符号，留待课后重点解决，防止关键地方或

有价值的地方漏掉。有的同学认为，不管懂不懂，先记下来，等课

后再慢慢理解、消化、吸收。本意并不错，但是一旦有了这种想法，

上课脑筋不大动，拼命记笔记，下课笔记一大本，问题一大堆。想

把一个一个问题都思考弄通，但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无行当中

“欠”了帐，欠帐多了，成绩就拉下来了，智力发展也就慢了。    

    

    ５.理清思路。指自己的思路不但要跟着老师走，而且要把知

识发展思路及教师引导思路理清楚。知识发展思路，在预习时可能

理过，但不一定理清楚。上课时就应特别注意，弄清楚本节课所学

的新内容，是怎么从上节课发展来的，在本学科知识体系中处在是

什么位置，有什么作用，等等。这样理，有利于理解也有利与记忆。

        

    教师讲课时，不但要理清知识发展思路，而且要想方设法讲解、



启发，让同学们懂，这就是教师的引导思路。怎样理清教师的引导

思路呢？一般来说，应做到如下四点：首先应认清“一条大路”，

即老师每上一节课，从头至尾所走过的路。这节课主要内容是什么，

老师开头怎样引入的，中间怎样分析引导的，最后怎么解决的，都

应瞻前顾后地认识清楚。其次看怎样“过关斩将”。一条大路不是

直的，看有几道弯，有几个关卡，老师带领学生怎么过去的。第三

看是否步步有据，环环相扣，每转一个弯，每过一个关，是否顺利

通达，还有没有“含糊”的地方。第四要评价老师思路。一般来说，

老师思路是高明的，要搞清高明在什么地方，用哪些思维方式，思

维过程怎样，虚心向老师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但是，有时老师的

思路不一定是最佳的，同学们可以用自己的思路与其比较，通过比

较一定受益匪浅。        

    有的学生课上不大注意老师的讲课思路，而偏重与记忆老师推

导、总结出来的公式或结论，认为这是一条“捷径”。其实，这是

一条“死路”。因为学习是为了达到增长知识和发展智力这两个目

的，跳过认识事物的艰苦思考过程，死背结论是记不住的。就是记

住一些，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死知识。死知识忘得快，又

不能用于解决问题，更谈不上发展智力。        

    ６.抓住关键。指抓住本节课知识内容上的关键和学科特点上

的关键。知识内容上的关键因学科及具体内容而异。一般而言，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关系式是关键，当老师讲到这些关键地方，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紧抓不放。例如讲到“勾股定理”一节，一定

要抓住定理的内容（怎么回事？）定理的证明（怎么来的？）定理

的应用（怎么用的？）这些关键的地方抓住了，十分有利于定理的

理解和掌握。        

    对于学科特点，不少同学往往容易忽视，不管上什么学科的课，

总是“听、记、想”，不懂抓住不同学科的不同特点。例如，有的

学生，外语课上不愿意跟着老师大声朗读，做分组实验时，自己不

动手，光看别人做，自己抄个结果；老师做演示实验时，不注意在

老师指导下进行观察和思考，只是看热闹，这些都是未抓住学科特

点学习的具体表现。长此下去，必然会影响学习效果。实际上，各

门学科的内容体系、发展思路、训练要求及教的方法各有特点，学

习中非抓住这些特点不可。例如，生物课经常使用实物模型、标本

和挂图进行教学，物理和化学课，则经常要做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

来认识物质的理化性质，因此，在上物理、化学、生物课时要特别

注意观察和实验，并在获得感性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思考来

掌握科学的概念和规律。代数的内容体系是通过运算种类的增加和



数域的扩大来展开的，几何的内容是通过由简单的图形到复杂图形

的认识逐步深入的，学习时就要抓住知识发展脉络，通过大量演算、

证明等练习，获得数学知识，培养数学思维能力。语文和外语课就

完全不同了，主要学习字、词、句、章节等基本知识，并通过听、

说、读、写来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言和

文字。

    

                        第四讲    及时整理  理解消化        

    

    下课后，有的同学就忙着做作业，课间十分钟也不休息。自习

课上，作业多纪律就好，作业少纪律就差。课上听得很好，甚至还

有什么好的想法，但几天就忘了。这些现象，都说明还有一部分学

生忽略或不重视课后整理、理解消化这一环节。按照正常学习程序，

下课后，应把当天所学内容及时复习整理、理解消化吸收。具体地

说，应做好下面四件事：尝试回忆、看教科书、整理笔记和看参

考书。

     １.尝试回忆        

    就是独立地把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回想一遍，逼着自己专心致

志地去动脑筋。象过电影一样，在头脑里“重映”上课时的一幕又

一幕，理解、消化一个又一个关键问题。好比牛吃草反刍那样，吃

的时候为了抢速度，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其中有“夹生”或“生吞

活剥”的地方，休息时，再把食物回到口腔里，细细地加以咀嚼。  

      

    尝试回忆的好处：一是可以检查当天听课的效果。如果自己能

回忆出全部或大部分内容，就说明自己预习和上课的效果是好的。

如果大部分回忆不出来，或关键的地方回忆出现中断，思路连不起

来，就应当及时寻找原因，改进预习和上课的方式方法。二是可以

提高自己的记忆能力，培养爱动脑筋的习惯。因为尝试回忆是一种

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动脑筋思考。使学生的

知识在大脑中“重现”。使其显得突出、显眼、深刻，起到巩固强

化记忆的作用。经常这样回忆，不仅记忆力大增，而且能养成爱动

脑筋的好习惯。三是能提高看书和整理笔记的积极性。回忆是学习

成果的无声表达，如果表达不出来，自然会很着急地看书翻笔记，

自觉地把遗忘部分作为重点来看。从而使看书和整理笔记有了明确

的目的，提高积极性。

   

    那么，怎样进行尝试回忆呢？



   

    第一，回忆预习的经过。有哪几个新概念，哪些地方懂了，哪

些地方当时还未懂，自己是怎么查的，怎么记的，怎么想的。      

  

    第二，回忆上课的经过。老师是怎样引入新课的，自己懂的部

分老师是怎么讲的，自己理解与教师讲的是否一致？自己不懂的部

分老师又是怎么讲的，关键的地方老师又是如何启发、引导点拨的？

为什么自己预习时弄不懂，老师比自己高明在什么地方？        

    第三，回忆刚学的知识。是否真正理解，知识点是否衔接？尤

其是理科内容，新知识是如何从旧知识推导或引入的，思路是否贯

通？新知识与旧知识有哪些联系？

    回忆时，可以边回忆边对照课本和笔记，也可以先全部回忆一

遍，把回忆不起来或理解不透的地方记下来，一起看书、查笔记，

或请教别人把它弄通弄懂。

    ２. 看教科书        

    尝试回忆后，不管你回忆起来还是回忆不起来，都应该从头至

尾、逐字逐句地看教科书。丝毫马虎不得，要一面看书、一面思考。

因为这时已不是初次看书，而是在预习、听课和回忆的基础上进行

的，所以可以全面过目，重点思考。对前面环节中已经理解和记住

的部分，不必再花很多的时间，要在那些回忆不起来、思考不连贯、

理解不深的地方多花些时间，直到彻底弄懂记住为止。        

    看书时，可用彩色笔把书上的重点、新概念、关键地方、容易

忽略之处勾划出来。在书的四周空白处，可以记上一些自己的简要

体会、高度概括课文内容的语言以及有利于记忆、带有提示性的语

句。如果书上写不下，也可以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书上的眉头或边

角上。以便今后看书时，从这些地方迅速得到启示，回忆起书中的

主要内容和关键之处。有的同学平时只重视做题目，而不重视看教

科书，事实上，这是舍本求末。近几年高考和中考之后，有许多同

学说：“都是书上的题目，太浅了，所以我未考好。”这些同学吃

的就是不重视看教科书的亏。教师教书有句至理名言：“以纲（教

学大纲）为纲，以本（教科书）为本。”同样，这对同学们的学习

也是适合的。

    ３. 整理笔记        

    整理笔记，主要是把上课时未记下的部分补起来，把记得不准

确的地方更正过来，把次序颠倒、逻辑顺序不清的地方整理一番。

笔记的内容应当简练明白，提纲携领，详略得当。一般来说，笔记

的主要内容有：（１）预习时，发现自己掌握不太好或已忘了的旧

概念、定理、公式等。（２）预习时发现的问题或体会。（３）自



认为的重点、难点、关键。（４）听讲看书时自己悟出的重要体会。

（５）新知识与旧知识的联系或结合点。（６）容易发生错误和混

淆的概念。（７）补充书上或老师讲课中的不足。（８）从参考书

上摘录下来的，对本课内容有极强针对性的材料等。        

    如果平时每课都把笔记整理好，阶段复习就有稽可查了，打开

笔记本要有尽有，检检顺顺就行了。一旦复习考试，花点儿时间把

笔记本翻翻，眉目清楚、中心突出重点、难点、关键地方一目了然，

大大省去了考前突击查找资料，重新思考，临时归纳总结所花的时

间。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整理笔记是把知识深化、简化和系统化的过程。带有浓厚的个

人色彩和特点。经过整理的笔记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复习资料，应该

妥善保管，以备需时之用。

    ４. 看参考书        

    现在参考书很多，有的学生不加选择，乱看一气，实在是利少

弊多。因为参考书是根据读者的不同层次，从理解问题的不同角度，

围绕要解决的不同问题而编写的。有的参考书内容超纲，或深或浅，

还有少数参考书粗制滥造，错漏百出。乱看参考书犹入把自己带入

山高路险的歧途上跋涉，事

未必有功半，危害甚大。  

    那么，是不是就绝对不可以看呢？也不是，看看适宜的参考书

还是很有益处的。特别是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应该多看一些参考书。

问题在于看什么样的参考书和怎么看。下面提几点意见供同学们参

考。

   （１）选择深浅相宜，解疑释难的参考书。每门课程可以选一本

主要的参考书，这本主要参考书的编排体系应与教科书相同或相近，

水平相当或略深一点，作为课本的伴读本，其它的作为一般的参考

书。        

   （２）有时先看教科书，对课本上知识基本理解后，再去看参考

书。有时课本上的某一内容难于理解，也可先看参考书，看它是怎

样分析阐述的，从中受到启发。

   （３）紧紧围绕老师讲的中心内容去看参考书。参考不能“参”

得太远，如果脱离当时所学的中心内容，参考就会变成“干扰”了。

   （４）参考书中有精彩的论述、精彩的题目，可以缩写注在课本

上的有关地方，也可摘录放入笔记本的相应部分。

   （５）看参考书的时间也可以放在做完作业之后，时间长就多看，

否则就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