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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养成教育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促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陈俊英 1  富佳 2 

（1.邢台市内丘县内丘镇学区西关小学；2.邢台市内丘县实验小学） 

摘要：基于素质教育背景下，我国提高了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小学阶段是学生养成教育的重要时期，也是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的关键环节。在小学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当积极督促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从细节入手，从点滴做起，全面实现对小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养。本次研究主要对核心素养在养成教育培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具体借助养成教育实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实践措施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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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提出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也是当下

教育教学重点关注问题，核心素养本身是一种基础素养，也是
伴随人一生的关键素养，这种素养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通
过学习而获得的，核心素养是可以引导可以教授的。尽管近年
来大多小学教学活动中对养成教育环节给予足够重视，但实际
教学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养成教育教学方法
的研究，对实现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核心素养在养成教育培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所谓“养成教育”，指的就是利用有效教学方法，培养学生

良好行为习惯、思维习惯以及语言习惯的教育。实施教育者运用
丰富的教育手段，制定可行性的教学计划，有目的对学生心理和
思想进行教育和培养。养成教育可以很好的帮助学生学习和发
展，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基础课程，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部分。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
成习惯。”借助养成教育可以全面落实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目
标。那么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全面找寻
核心素养的培养方法[1]。 

（一）缺乏自律性 
在一个人形成良好品质的过程中，自律是一种重要的品质。

自律就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
斯这样说过：“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
来。”乔帮主每天四点起床，九点前把工作做完，正是他这种极
强的自律，让苹果开创了一个智能手机新时代。但是从当代小
学生行为表现，不难发现，很多学生沉迷于玩手机、打游戏等，
在知道学校规定情况下，仍然做出违反纪律的行为，在思想上
缺乏自律性。 

（二）缺乏尊重他人 
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基本的是尊重。从某种

意义上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但由于现代社会发展，以自我
为中心的价值观影响，导致很多小学生注重个人得失，做不到
从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同学相处的也不融洽，以至于很容易
发生不愉快的师。再有，破坏班级、学校环境、随处丢垃圾等
行为都体现了小学生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2]。 

（三）缺乏认真仔细的做事态度 
认真、谨慎做事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行事态度，小学阶段有

必要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品质，这对学生生活和学习有很大
帮助。但是从目前小学生行为习惯看， 学习不认真导致做题马
虎，卫生不整洁，书包、书桌凌乱等。学生这种不认真的态度，
家长也缺乏重视，觉得等孩子长大后，自然而然就会改掉坏习
惯。 

二、借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具体实践措施 
（一）构建良好校园文化，向学生渗透社会正气 
除了家庭，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因此，学校

应当充分发挥出育人功能，构建良好校园文化，将社会正确思
想观念渗透给学生，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思想和行为，有效
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好的教学环境可以促进学生健康快乐的
成长，学校要积极建设具有德育文化气息的校园环境，发挥学
校自身的文化育人作用[3]。 

从校园精神面貌开始，要营造一个积极、健康、活泼、团
结、进取的校园文化环境，从校园建筑设计上要体现出文化，

再有就是学生的学习区域，运动场所、生活环境等方面营造文
化氛围，如在学生学习的走廊中，可以选取《弟子规》中典型
语句，制作成学生喜欢看的动画，让学生随时随地能接受良好
行为的教育。 

（二）促使学生参与制定班级管理制度，提高参与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优秀的班集体需要班主任软硬兼施，

只有将班级管理落实到细微处，才能得到理想效果。班级是学
生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也是在班级中养
成的。因此，班主任在制定班级管理制度时要坚持严格、细致、
灵活原则，结合小学生具体情况，实施恰当管理手段。 

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参与到班级管理制度制定中，引导
学生提出管理制度，提高学生自我约束力和反思自我行为意识。
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合乎自身的实现目
标，引导学生学会自觉规范，学会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自我
调整、自我纠正，达到自律的目的[4]。 

（三）开展教学活动，强化核心素养意识 
基础教育提倡让学生体验生活，将知识与贴合学生生活实

际相结合。在小学阶段，教师可以通过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引
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通过活动中反应学生品格和
能力，帮助教师有针对性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例如，可以举办“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比赛，通过活动，
使学生学到文明用语，并能规范书写，培养学生认真做事态度。
在每一次活动中，都使得学生品质和能力得到锻炼，进一步落
实了核心素养教学目标。 

（三）家校共育，监督学生学习习惯 
家庭教育对于学生而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家长建立沟通，让学生家长营造良好学习
氛围，如学生在学习时，不要看手机、电视影响学生，同时要
注意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给孩子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3]。此外，学校可以通过建立家长学校或家长委员会、召开家
长会、定期家访等方式，与学生家庭进行有效沟通和联系，引
导家长积极构建健康、向上、平等的家庭环境。 

结语： 
总之，养成教育是实现小学核心素养的关键所在。在实际

教学中，教师应全面认识养成教育对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
重要性，通过构建校园文化、加强班级管理、丰富教学活动等
多种方式，改善教学效果，家校形成共育合力，进而促进小学
生核心素养全面提升，提高教学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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