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魏书生工作计划条(实用5篇)
制定计划前，要分析研究工作现状，充分了解下一步工作是
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依据什么来制定这个计划的。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魏书生工作计划条篇一

近几天我读了《魏书生谈课堂教学》中的“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的艺术”这一章节，感触很深。

魏老师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时，总是能吧直接学习兴趣和
间接学习兴趣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这样学生的学习兴
趣就会越来越浓，变成满足心理需要的一种极大乐趣。

在教学中要做到教学方法灵活的艺术。

1、以“奇”激趣。

学生都是好奇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容易引发他们浓厚的
探究兴趣。魏老师利用学生猎奇心理，善于从《国外科技动
态》上选择一些文章向学生介绍，比如飞船对接、天外飞行
体、人造心脏、人工合成事物等惊人的新发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2、以“新”激趣。

魏老师在校外或外地讲课，课前总喜欢红气功冥想的办法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请同学们起立，两脚分开，与肩等
宽，两脚掌平行，背直、头正、微闭眼，以眼视鼻、以鼻对
口，以口问心，然后意念，浑身放松。学生紧闭双目，臆想
自己像一片云，飘向空中;然后变成一轮月，俯瞰地球这个直
径比月亮大两倍的浅蓝色的星体;在想自己是一颗星，在广阔



的宇宙空间遨游，这时再看地球只是光亮极弱的一颗小星
星……这样学生容易排出与课堂无关的杂念，集中精力于课
堂。

3、以“疑”激趣。

解决疑难是学生学习的需要，提出疑难，让学生思考，更是
教学的关键环节。有时可以让学生捧书解答，有时可让学生
讨论解答。

4、以“趣”激趣。

魏老师还以实激趣、以实情激趣、以境激趣。总之，要善于
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欢乐，以欢乐的心情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魏书生谈课堂教学心得

魏书生工作计划条篇二

(1)不爱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甚至爱学习的学生也不会学
习，这给教师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怎样让不学习的孩子爱上
学习?怎样让不会学习的孩子找到学习方法?又怎样才能让孩
子学习越来越好?看了魏书生谈学习方法这个视频，我想很多
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要想让孩子学习好，要解决三个问题：动力部分的问题---引
发动力;工作部分的问题---发展智力;技术部分的问题---如
何使用大脑。

一、如何引发动力

现在的孩子没有很大的生存压力，很难有较强的学习动力，
得过且过，混日子，想学了学一阵，不想学了拉倒。怎样才



能找回孩子的学习动力呢?学习动力大致有三种：树立目标、
激发兴趣、磨练意志。

1、树立目标

不为之付出行动的目标不是真目标，只是空想而已。要想一
直朝目标努力，那么随时随地都要激发激励自己，可以随身
带名人事迹，时常翻看，从他人身上汲取力量;也可以定好大
目标，找准近目标，一个一个突破，让自己处于前有目标后
有追兵的状态，人就不容易松劲，一直朝前跑。

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
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
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凭智慧战胜对
手。

记者对他所谓的智慧迷惑不解。

10年后，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他在他的自传中是这么说的：
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
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
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
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
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
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就把我分解的几个小目
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
标定在40多公里外终点线上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
公里时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山田本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远大目标的好方法，那就是
在大目标下分出层次，分步实现大目标。设定一个正确的目
标不容易，实现目标更难。把一个大目标科学地分解为若干
个小目标，落实到每天中的每一件事上，不失为一种大智慧。
我们做事不妨就可以仿效一下。



二、激发兴趣

学习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带着乐趣去学它，一生将会变
得丰盈而充实;而倘若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那只会成为你一
生的缺憾。其实，学习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也是一种享受。

说学习是享受的人，这是一个有着一双聪慧的眼睛的人。

说语文，学习它是一种享受。博览名家名篇，更是一种美的
享受。学过朱自清的《背影》，那是一篇极朴实的文章，全
文未用任何华丽的语言来表达父子之间那浓浓的深情。但读
完文章却也被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幕幕所感动，想与作者
同泣，来表达依依惜别的不舍之情。是语文，它让我感受到
亲情的力量。

学习就是如此伟大，它能感化人们的心灵。关于这点，我深
信不疑。但更信任的是：原来学习真的是一种享受!

说数学，学习它是一种享受。分析算术几何，更是一种精神
上的享受。上过一节习题课(数学老师专门归纳题型的课)，
那是班里众多数学爱好者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来的一节课，
我当然也高兴不已。老师讲了许许多多的复杂难题，解题思
路讲得很细，我心中的疑团一个一个地都解开了，好像全身
的脉络都刚被人梳理了一遍，当时的心情不能用高兴来形容，
那叫欣喜若狂，那叫一个字——“爽”。

学习就是如此痛快，它能放松人的心灵，但必须是在热爱的
基础上。瞧!学习就能带来如此奇妙的享受!

说英语，学习它是一种享受。进行美文朗读，更是一种心灵
的享受。尤其是听外教的课，当与老师用地道的英语交流时，
心情真是美死了。同时，背英语单词的过程还是很有趣的，
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有时，还会找到与汉语相通的地方。
学会另一种语言，而且还是国际通用语言，是一种奇特的享



受。

畅谈了学习的伟大，学习的美妙，学习的精彩，你一定想去
发现它，拥有它，那么就请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来洞察学习中
的快乐，你会发现，原来学习确是一种享受!

三、磨练意志

没有目标，也找不到兴趣还是要学习怎么办?苦学也要学，自
己不想学，但社会、学校、父母需要我做，不做不能安身立
命，在这个世界上很好的活下去。那么必须要做，做不好也
要做吗?从一点一滴做起，每一件事都是从小事做起，不间断，
对自己一不能难为自己，别要求太高，达不到了则自食其信
心和勇气;二不放纵自己，找到起点，一点点走起来，成为一
个强大的人，这样意志力就得到了历练。

我用意志将他做完。

四、发展思维力。

1、培养注意力

心灵世界的天窗，没有他，知识的阳光照不进来。在更短的
时间，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注意，如训练一分钟写字，速读，
跳读，一分钟平均1千500个字，一分钟背课文比赛，打开教
材第128页开始背等等。目标明确，时间短暂。

2、训练记忆力，

记忆窍门，如比较，谐音，缩小，任何一种方法，都需要反
复演练。象兵器一样，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反复演练，就成
为为你服务的工具和武器。

3、发展思维力



赶快写日记，从7个角度看失误。象一个井，从七个地方来看
它，

第一，井底，第二，井面，第三，大山脚下，第四，山峰上，
第五，端坐云端，第六，月球，第七，太白金星上，快写，
快写，不然就回到那个道上了，不怕写乱，赶快写，多做实
事，补救回来，算个啥啊，越写看那个井还能看着吗，感觉
眼界豁然开朗，正因为这么小啊，赶快在失误的问题上振奋
精神，千万学会训练自己的思维力，都要学会变换空间与时
间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变换时间角度来看问题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思维力。如三十五
年后的班会，假设你们是宇宙人，载着你们去访问地球等等。
思想开阔的时候，会激发出来许多的潜能。

又如以女儿的身份给母亲写一份信，以母亲的身份给女儿写
一份信。以今天的自我给未来的自我写一份信，15岁给50岁
负责任，又以50岁自我，给现在的自我写一份信，以范进的
身份给孔已写信，站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有不同的写法。

(3)知道学习了，想学习了，怎样才能学到越来越好，步入良
性循环呢?这就要解决技术部分的问题---如何使用大脑，学
习技术包括三个方面：计划预习的技术、听课巩固适应老师
的技术、复习检测的技术。

五、掌握技术

凡事预则立，不立则废。每年一月一日，写自我教育计划，
第一段一辈子，大致朝哪个方向发展，可能不对，但想比不
想好;第二段十年达到哪个目标，怎样安排;第三段，一天怎
么度过，这样规划，你会略去看做可有可无的事情，你的事
情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事情，你的规划的目标，就清楚多了，
你每天的价值也会提高不少。



特别强调学生要预习。提前学习。开始自己看，看能做会多
少题，多少页，一般80%学生能看懂80%的教材，有人说老师
不讲，我看不明白，这都是长期等老师，将自己的能力压抑
了，有山靠山，没山独立。例如学一篇新文章要做哪些事，
扫除障碍，看一分钟然后就说，作者介绍，字词，翻译内容，
凡是学生能做的事，同学们一商量不就完了。一个很大的原
因，做事，越做事，越做有难度的事，所以会高兴的去做。
预习也是这样的，能学会这么多不靠老师，不用等老师，自
习的功劳。还是这种预习的方法，回忆起来，我没给他什么，
他自学的能力就强了。

2、听课巩固适应老师的技术

上课，听课，带着问题去听，听到会的地方没有必要了，再
向前看哪些不会的，总让在课堂上处于计划之中去运行，听
课，巩固，听课，巩固。

上课的时候，同学们要养成适应老师的习惯。虽然说老师要
适应学生的需要，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但大
多数老师达不到这种要求。那么学生跟老师治气，受罪最大
的是学生。你想呀，所有的老师发自内心盼着学生学习好。
虽然有念佛式的老师，开无轨电车式的老师，板着阶级斗争
面孔的老师等等。那你也要研究他，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层次。
况且这个社会上心最正的，心最好的，跟学生利益最一致的
群体，还是老师。而且从小通过适应老师，将来能适应社会。

3、复习检测的技术

复习，发挥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所以在扬长的同时去补
短，守住长处的阵地。

检测，站在老师的角度出考试题，假设你是老师，你如何出
考试题。这会让学生站的高一点，全一点，积极一点。我们
可以共同商量出题大纲，比如语文就这些：一基础知识，二



阅读，三文言文，四，写作。那么，文言文一般出几道题：1，
关于文学常识，一共多少课，十二三个，出几个合适等等，
都商量着来。给一个星期时间，出题就是复习，谁出题，谁
做答案。

那么定计划是自己的事，预习是自己的事，留作业是大家共
同商量的事，不经过训练能力提高慢。挑自己有用的训练，
去写，整个学习过程，真的都是自己的过程，老师就是大家
的一个帮手。

魏书生工作计划条篇三

本人的《日记美育》教科研课题被团中央(hsqsivykt00102)
和教委(b56)立项前后，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已发表有关
论文多篇,如《中小学美育浅谈》(《现代中小学教育（－上
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杂志)、《净化．陶冶．升华》、
《论日记的美育功能》（全国中语会苏鲁豫皖四省交流获一
等奖，收入《中学语文教学.论文选》）、《记日记，发挥美
育功能》（淮阴《教育（－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报》）、
《日记，人的知心好友》、《日记，作文演兵场》（《青少
年日记》月刊）、《创新与审美散论》（《中国当代教育
（－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艺术新论》一等奖）、《屏风
一幅画》（全国优秀教师第三届“师魂杯”论文大赛优秀奖）
等，分别从不同侧面或层面对日记的美育功能进行了阐述和
论证。

随着本人的课题研究的不断向纵深发展，中期汇报获得良好
反响。为了如期高质结题，并能将研究成果展示社会、服务
素质教育（－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本人拟就滋润心灵、
启迪智慧、强健体魄、提高悟性、激发创新几方面，对日记
的美育功能试作一综合随议：

一、记日记，能以美滋润心灵



在各种体裁中，各种方式中，日记的美育功能最为突出，特
别是作为滋润心灵的方式，更是其它文体和方式所无法替代
的。魏书生认为，绝大部分心理正常的人写日记时都说心里
话、说真话，这便起到了使人求真、求实的作用；绝大部分
人写日记一般都规劝、要求自己上进、助人、改过、扬长，
这便起到了引人向善的作用；绝大部分人都在日记中针砭假
恶丑、赞扬美好的事物、歌颂美好的心灵，这便起到了教人
崇尚文明的作用。这是真正的以美滋润心灵，还可美其名
曰“心育”，“心育”的概念应广于“德育”，“德育”应是
“心育”的一个内容。心育应包含情感、意志、信念、抱负、
理想等等心理学方面的因素。

曾有人说，经过书香浸润的心灵可以兼收并蓄、波澜不惊、
宠辱偕忘。日记，就是进入这种审美境界的奇妙方式。人皆
有喜怒哀乐悲恐惊的心境或情绪，人不论处于哪种情绪状态
中，都会有抒发或排遣的欲念。

喜，有时喜不自禁，会溢于言表，甚至热泪横流，因为“最
初最大的幸福，往往有甜蜜的泪水伴随。”（贺敬之）。也
像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种喜悦如
何排遣呢？不排遣的话，人也会坐卧不宁、心潮难平的。那
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写日记了，就是用一种最恰当的文字方
式记下这种心理感受或人生体验了。如教育（－上网第一
站xfhttp教育网）改革家魏书生1978年2月22日，经过五六年
达150次申请当教师获准时，像杜甫一样：“六载夙愿今始尝，
初闻涕泪满衣裳。”他步韵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
是一首很好的日记诗，杜甫的原诗也应是一篇诗体日记。

怒，这种情况也是人皆有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
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的《满江
红》，应属一篇词体日记，他如当时写下作词时间，标上下
雨的`天气，就是一篇典型的泄怒日记体词曲。假如不是用这
种方式渲泄，则怒伤肝，不仅仅是有害身体，破坏情绪，也
不会给世人以美的享受，更不会给自己的心理带来美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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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生工作计划条篇四

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应邀讲学告诫老师们说：“培养学生更好
地进行自我教育，提升他们的自学能力，让他们明白不是为
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受教育，那他们能更好地从学习中享
受快乐，获得成就感。”魏书生把“自育自学”当做教育的
最高理想和教学的宗旨，与叶圣陶先生定义学校教育“教是
为了不教”如出一辙。近几年来教育改革大潮涌动，标新立
异雨后春笋。但归根结底，最理想的教育就是“授之以渔”，
教会学生自我学习的本领，让他们一辈子享受自育自学的红
利。

魏书生一直坚持让学生自育自学的教育原则，并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效。即使他一学期多达两个月在外地讲学，班里的学
生完全靠自律自学，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班风学风，能够在
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文化课考试依旧取得
令人惊诧的好成绩。归纳起来，他在学生自我教育的举措上，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引导学生善于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鼓起
积极向上的学习姿态和生活态度。另外，他在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问题上，一直按照给学生树立总体目标以及实现
目标的方法和途径。

自我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学生真实了解自己的优缺点，鼓舞学
生的自信心。魏书生的经验是，他给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往往会让他们写下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那些学习好表现好的
学生可能很快写好了，有些所谓的“差生”就苦着脸
说：“老师，我没什么长处。”魏书生就亲切的诱导他们说：
“孩子，你怎么没有长处呢？你不想来学校，但还是天天来，
意志力多顽强啊；你学习成绩不好，父母骂、老师挖苦，但
你还是每天好好坐着听课，抗挫折能力多强啊；你就算被老
师挖苦了，但见到老师还是说‘老师好’，这是多么宽容的
心态啊„„你怎么能说这些不是你的优点呢？”教育大师的话



拉近了与学生心灵之间的距离，鼓舞起学习存在障碍学生的
自信心，很多学生因此而坚定地告别昨天，从此开始了重塑
人生——做好学生——的艰难路程。

其实，每个学生的身上都有很多优点和长处，学习好是优点，
乐于助人、热爱班集体等和学习好一样，也是值得发扬的长
处。教育，就是要将学生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明确出来，坚守
住做人之本和那些平常不太引人注意的优点。即便是不太明
显的优点，坚守住，用善心和汗水浇灌，也一定会开出灿烂
的花朵。

光有自我管理能力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在这种状态下让学
生拥有一辈子受用不尽的自主学习能力，取得优异的学习效
果。魏书生曾经有点灰色幽默地说：“让教育回归草根、回
归心田。守住学生的长处，守住优秀经验，守住传统常识，
别总是瞎嚷嚷着创新，教育其实很单纯，没有那么多花哨的
创新。”大师的话，一语切中教育问题的肯綮。其实教育本
来是很单纯的，培养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提升他们的
自学能力，让他们明白学习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受
教育，那他们就能更好地从学习中享受快乐、获得成就感。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重要的是相信学生，敢于放手让学生自
己去探索发现，发挥的学生主观能动性。老师的重心在
于“辅导、引导、开导”，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智力差异，
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宽松、和谐、愉悦的氛围中获取学习成
功的喜悦。

现在有很多学生在学习上缺乏自我把控能力，他们更多的是
习惯于依赖老师，习惯于有老师监督指导的学习形式，不会
也不能自我设计安排学习事宜。我们的老师如果像魏书生那
样，制订符合学生实际的一日常规，从各方面引领疏导学生，
就一定能够给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会他们自己制定
学习计划，确立适宜自己的学习方法，采用行之有效的听课
技巧，规划自己的复习和预习方案。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基



础，学生只有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才能有效
提高学习效果，形成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总之，最理想的
教育就让学生自育自学，就是让学生发掘自己的潜能，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具备了自育自学能力的学生，才有可能在
激烈的大浪淘沙的学习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通过高考跻身
高等学府，然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魏书生工作计划条篇五

时光匆匆，转眼间我们即将面临幼儿园的实习生活，告别校
园生活，在实习生活中，我会发扬自己的优点，把优点展示
出来，努力把自身的缺点改正！幼儿教师的这个职务是神圣
的，她担负着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做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
师必需具备爱心，关心，责任心。做为一名实习生我们要明
确我们的实习目的，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遵守学校和实习
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对工作认
真负责，一丝不苟。在工作中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规程和安
全管理措施。服从领导，尊敬师傅，加强组织纪律性，不迟
到，不早退，力争全勤，热爱劳动，对工作积极主动，做到
四勤（勤看、勤问、勤记、勤劳动）五不怕（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脏、不怕味、不怕麻烦）服从实习单位的安排。力
争把实习工作做到完美，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实习
生！快毕业了，我马上就要开始为期半年的实习生活，实习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待慢。学校对我们这次实习
提出了很多要求，我要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去要求我自
己，对实习提出来的要求认真的去完成任务。

具体实习计划如下：

作为幼儿教师首先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忠诚于幼儿
教育事业，做到爱岗敬业，这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良好
的师德、师风建设是幼儿教师做人的基础，也是从事幼儿教
育职业的工作基础。



1、关心和热爱每一位幼儿，平等尊重每一位幼儿，尊重幼儿
的想法和做法。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点滴成长，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满足孩子发展的需求，树立起“一切为孩子“的崇高思
想。

2、学习幼儿园优良的园风，认真学习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为人师表，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提醒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举
止，加强自身修养，为孩子做榜样。

二、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团结协作，进一步提高自己为人
处事的能力。为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质量观和
道德观。

1、在课堂设计与组织方面，首先要虚心学习有经验教师的教
育教学经验，认真设计活动内容，在教学练习中把自己不懂
的问题积极与老师探讨，每次课堂教学后，认真反思，争取
更多的进步。

2、学习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反思自己的教学，每周记录教育
教学中的困难及相关资料的收集。

3、在活动中学习观察幼儿的一言一行，及对事物的反应、行
为态度、学习状况，并进行一些记录，提高自身的观察、记
录能力。

4、认真做好教养和阅读笔记，积累自己在学习或工作上的经
验。

5、不断丰富以家长的沟通、交流的经验，有效的开展教育教
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