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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644160.htm 第一节 注意的概述 识

记： 1、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 2、根

据注意产生和维持有无预定目的以及是否需要意志努力，可

将注意分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 3、有意注意： 是指有预

定的目的，在必要时还需做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 4、无意

注意： 是指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做意志努力的注意。

5、有意后注意：是指有预定目的，又不需太大意志努力的注

意。 6、注意不是独立心理过程，是一种心理状态。 7、注意

时的外部表现：适应性运动；无关运动的停止；呼吸运动的

变化。 领会： 1、无意注意产生的条件： （1）客观条件。刺

激物的强度；刺激物之间的对比关系；刺激物的运动变化；

刺激物的新异性。 （2）主观条件。人对事物的需要、兴趣

；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人的知识经验。 2、引起和保持有

意注意的条件： （1）对目的任务的理解。 （2）用坚强的意

志排除干扰。 （3）把智力活动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 （4）

培养间接兴趣。 第二节 小学儿童的注意 识记： 1、注意品质

包括广度、稳定性、转移和分配等四种。 2、注意的分配：

指在同时进行两种或几种活动的时候，把注意指向不同的对

象。 3、实现注意分配的必要条件是：在同时进行的几种活

动中，只能有一种是不熟悉的，其余应达到动作熟练，自动

或半自动化程度。 4、注意的转移：指根据新任务，主动及

时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对象上。 5、注意稳定性

指把注意集中保持在某一对象（事物或操作活动）上时间的



长短。分为广义（集中于一活动）的注意稳定性和狭义 （集

中于一事物）的注意稳定性。狭义的注意稳定性有一特殊现

象：注意的动摇或注意的起伏。 应用： 注意规律在教学中的

应用（联系教育教学实际） 注意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必要前提

，也是教师顺利完成教学的重要条件。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只有根据注意的规律，组织好学生的注意，才能使教学收

到良好的效果。 一、课堂上怎样组织学生的注意 （一）无意

注意的规律在教学中的应用 无意注意是由客观事物的特点和

人的内部状态引起的，它既可以成为顺利进行教学的积极因

素，又可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分心。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尽量防止和排除那些分散学生注意的不利因素。充分利

用教学的积极因素。 1、优化教学环境。为了尽量避免分散

学生注意因素的出现，（1）学校应该在远离公路、铁路和闹

市的地方。（2）教室要与音乐教室、操场有一定距离，使学

生的学习环境尽可能安静。（3）教室内的布置要适当。（4

）教师的穿着打扮要大众化。（5）教室要保持空气新鲜，光

线充足。（6）教育学生遵守纪律，上课不迟到，使学生把注

意力集中在学习上。 2、教学内容要丰富、新颖、系统、严

密。（1）新颖、系统、严密的教学，容易引起和稳定学生的

兴趣，提高学生的注意力；相反，内容贫乏、零乱，脱离实

际的教学，学生不感兴趣，注意容易涣散。（2）教学内容的

难易程度要适当，太难太深，太易太浅的内容都不会引起学

生的兴趣。（3）教师的教学应结合学生的实际，在已有知识

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信息和新内容，循序渐进，逐步

深入，才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4）既不要生怕学生不懂，

不厌其烦地重复，又不能超出学生接受水平，一味的赶进度



，这些做法都无法使学生的注意保持在所学的内容上。 3、

教学方法要生动、活泼、灵活、多样，富有启发性。（1）教

师要尽可能利用刺激物的特点来吸引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注意

。（2）讲授重点的地方要加强语气，适当重复，一边讲一边

写黑板，以引起学生的注意。（3）把讲述、提问、演示与学

生看书、回答、做练习、做实验等各种教学手段有机地结合

起来。（4）启发式教学是引起和保持学生注意的重要手段。

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动脑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

学生兴趣盎然。（5）正确而合理地运用直观教具也有助于引

起学生的兴趣。（6）教师讲话要生动、形象、有趣，每句话

都应该让学生听清、听懂，声音的高低快慢要适度，要有抑

扬顿挫的变化。（7）板书要整齐，字迹要工整。这样就容易

引起学生的无意注意。 （二）有意注意的规律在教学中的应

用 学习是一种紧张艰苦和持久性的活动，会遇到困难和干扰

，只依靠无意注意就难以完成学习任务。学生要搞好学习，

必须学习那些没有兴趣，但又必须学习的知识，这就得靠有

意注意来引起和维持。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遵循有意注意

的规律去组织教学。 1、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培养间接

兴趣。（1）教学活动中要做到“教有方向”，“学有目标”

。（2）对于那些学生没有直接兴趣的学科和教材，或者学习

中遇到的新问题、新任务、新要求，更要引导学生对学习结

果的向往和追求，以引起学生的有意注意。 2、加强组织纪

律教育，建立教学常规。（1）建立正常的教学常规，使学生

养成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学习活动，这有利于增强学生有意

注意的力量，从而减少注意的分散。（2）培养学生在家庭、

学校和社会生活中严格遵守纪律和作息制度，养成自觉组织



和安排学习、休息和娱乐活动的习惯，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 3、严密组织课堂教学。这是维持学生有意注意的一个重

要条件。（1）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时间的安排必须严密紧骤，

使教学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2）教师要善于面向全体学

生，安排与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让所有学生都积极投入

紧张的学习活动，减少注意分散的机会，从而保证有意注意

长时间地处于稳定的状态。 （三）两种注意交替的规律在教

学中的应用 在教学中单纯依靠无意注意，会使教学活动缺乏

目的性和计划性，不能发挥学生学习的首创性，学习的知识

、杂乱无章，浅尝辄止，遇到困难和干扰，容易分散注意，

半途而废。过分强调依靠有意注意，学生容易疲劳造成注意

分散。因而必须交替使用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 在一堂课中

，（1）上课开始时，学生的注意往往还停留在原来感兴趣的

活动对象上，必须通过组织教学明确目的引起学生的有意注

意；（2）接着通过教师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使

学生对新内容发生兴趣，形成无意注意；（3）讲到重点、难

点和关键时，又提醒学生加强有意注意；（4）在一段紧张努

力学习之后，再适当的变换教学方法，吸引学生对学习的兴

趣，转入无意注意；（5）下课前，学生注意容易涣散，在布

置作业时又要引起学生的有意注意。这样一堂课就能做到注

意的松紧交替，有张有弛，不易疲劳，始终保持稳定持久的

注意，顺利完成课堂教学任务。 二、课堂上学生分心的控制

措施 分心是指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在必要的时间内不能充分地

指向和集中，或者完全离开当前指向和集中的事物而转移到

无关的事物上去的心理状态。 课堂上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恰当的控制措施，消除分心。（1）超前控制。预先估计



可能产生的分心情况和分心的学生，采取预防措施，“打预

防针”，减少或消除分心的产生。（2）信号控制。教师发现

学生分心情况，可采取举目凝视，变化表情动作，变化语调

、语气，做出特定的手势或暂时停止讲课等暗示信号，向分

心的学生示意，及时制止。这样做可以不中断正常教学过程

。（3）邻近控制。教师一边讲课一边走近分心的学生并站在

他的身旁，或轻拍其背或加重语气以提醒。（4）提问控制。

教师发现有的学生不注意听课时，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提出

一个问题，然后指名不注意的学生起来回答，以达到控制分

心的目的。（5）表扬（批评）控制。表扬专心听课的学生，

使不注意听讲或违犯纪律的学生警觉，从而自我改正错误，

，自动转入注意听课状态。当然，采取恰当的批评，指出违

犯纪律和不注意听课的错误，控制分心，也是必要的。（6）

偶发事件的处理。课堂上有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

如外界的干扰，学生的纠纷。教师应先稳定一下学生的情绪

，然后提问“刚才讲到哪里了？”以此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

到所讲的课题上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