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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那些事儿 
宋玉红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城关小学） 

摘要：“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班级文化建设中,值日活动早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形式，值日并非
是一种单纯维护校园环境的体力劳动,其还是一种通过培养学生劳动意识来相应提升学生责任意识合作精神、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的
教育实践途径。因此,重视班级值日活动,让学生在集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在琐碎的工作中渗透责任意识
教育,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责任意识形成，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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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既是知识含量大幅度增长、开启孩子智慧之门的

黄金时期，又是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最佳时期。

而学校班级作为这一重要体验过程的阵地和载体，无疑则肩负

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去年我担任的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刚开

始最头痛的事就属搞卫生了。总有组长反映，有组员逃跑不搞

卫生了、有人捣乱把大家扫干净的地方又弄脏了、有人又乱抢

卫生工具了、有人偷懒不搞卫生玩去了等等。看着卫生组长束

手无策，我哭笑不得，管吧，鸡毛蒜皮，不管吧，他们又会变

本加厉，组长的工作就更不好开展了。那好，出招！ 

一、召开班会，建立意识 
其实哪里算得上是逃跑，根本上就是打小没做值日这个习

惯，概念上没事，就回家了。于是召开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展开

“教室卫生要不要打扫？”的讨论。孩子们纷纷说：“当然得打

扫，只有教室干净了，我们才会喜欢呆在里面学习，我们才不会

生病。”那么我又问“应该由谁来打扫？”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说：

“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干！教室是我们弄脏的，应该由自己来清

理。”好了，既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接下来就得看实际行动了。 

二、学习打扫，掌握技能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里的宝贝疙瘩，万事都

由父母包办代替，哪里还有一些动手能力。拿个扫帚就跟抱了

个导弹一样无所是从，端着簸箕死活就是扫不进垃圾，提着水

壶鞋子都湿透了还洒不到地上。唉！真无奈。只好，由我这个

班主任分期分批来培训，手把手地来教。聪明的孩子们很快就

由模仿进入了实地操作，再适时地点评几个好榜样出来，那生

性好强的同学可就干得更带劲了。看来，授人以渔确实要比授

人以鱼实用得多，可靠得多。 

有一天放学了，把路队一送走，我便回到教室想看看卫生

的打扫情况。一进门就见几个孩子站在一张课桌前围观，我急

忙问：“怎么了？”“他藏在这里不搞卫生……”孩子们七嘴八

舌地说。“是谁呀？”我边说边走上前去一看，只见小文(化名)

涨红了脸，缩手缩脚地蹲在桌子下面，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

身体不舒服了？走，先到老师办公室休息一下再说。”说着，我

向他伸出了手。小文犹豫了一下，慢慢地从桌子下面爬出来把

手交给了我，我一边安排组长抓紧时间组织大家搞卫生，一边

带小文到办公室。几番耐心地询问，才知道小文的任务是拖地，

他觉得太累，就不想搞了，所以悄悄躲在那里，原想等大家搞

完一起回家的，却一下子就被大家发现了。我听了觉得很好笑，

好一个单纯的傻孩子，在那里藏岂不是掩耳盗铃？再看看那墙

边立的拖把，对一年级学生来说也确实够大，够重，加之孩子

们都还不太会拖，只会拉来拽去，教室又是水泥地板，拖把在

上面推动磨擦产生的阻力就更大，也难怪孩子喊累。必须想办

法解决。上前拿起拖把，从门口跑步推到办公桌前，又转身推

向门口，笑着叫小文看我像不像电视上播放的排球比赛中场拖

地板的工作人员，他开心地说：“像！”我问：“你想不想试试？”

他高兴地点点头。试完了一圈，我问：“你累不累？”他说：“不

累！”“那你想不想再试试？”他说：“想！”“那现在马上回到教

室用这种方法将教室的地拖干净！”“是！”小文像战士领命一样

飞快地跑出办公室。后来，这种愉快而省时的拖地方法在张文

的带领下迅速在全班得到了普及，而小文也再没出现过因太累

而躲避搞卫生的现象。 

三、合理分工，明确责任 
每逢值日，总免不了哄抢卫生工具的现象出现。探其究竟，

并非卫生工具缺乏，而是人员分工不明，蜂拥而上所致。全班

56 人，分八个小组，每组有 7 人，因此我们商定，值日生一值

一周，其中 1 人负责擦黑板、整理讲桌、清洁室内外窗台；1

人负责倒垃圾，排桌子；1 人负责提水、洒水；2 人负责拖地；

2 人负责清扫室内外；值日完毕，将卫生工具摆放整齐，关好灯

具、门窗离开校园。这样，对值日工作进行了合理地分配，并

由组员自愿选择喜欢的工种，每位同学的责任明确了，哄抢现

象自然销声匿迹，打扫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四、重在清洁，贵在保持 
提起搞卫生，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每天一进学校，头一

件事儿就是搞卫生。正值严冬，值日生早晨沐浴着黑色，迎着

冷风，裹着寒衣，伸着冻手，为了室内外的整洁在无怨无悔地

做着一系列艰辛地努力。然而，好景不长，一次早操，一个课

间，他们辛勤的劳动成果便毁之一旦，整洁的教室转眼间又是

一派果皮满地，纸屑横飞的悲惨景象。任凭你有多么地痛心，

任凭你有多么地不忍，实事毕竟是实事，教室又变得脏乱不堪

了。看来，卫生重在清洁，而贵在保持。于是在班级公约中提

出“①拒绝零食，随时捡起地上的纸屑，奖一颗星；②值周完

毕，由小组成员共同推选出优秀值日生。被评选为优秀值日生

或值日组长的同学奖一颗星；③在室内外乱扔乱丢、值日时不

搞卫生的同学扣一颗星；④不爱护公共财物，在室内外乱写乱

画的同学扣一颗星。”这样将打扫和保持与我们的“红星争夺”

活动挂钩，依靠这个活动将打扫和保持推到同一个高度让孩子

们去认识与实践，从而，使大家做到自觉维护室内外环境卫生，

主动捡起地上的果皮纸屑，共同创造一个整洁的学习环境，健

康的活动场所，美丽可爱的校园!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如今，我们班

开展的“红星争夺”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看着班上“比一比，

评一评”展板上那排得一长串一长串的红星，高兴的已不光是

学生，更是我这个班主任——此项活动的总策划。 

一颗红星就是一次进步；一颗红星就是一个奖项；一颗红

星就是一次肯定；一颗红星就是一份荣耀。我多么希望“红星

争夺”活动能伴随着孩子们每天健康快乐地成长，并促使孩子

们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