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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即是我们口中常说的课堂中出现的不良

行为。通常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学习上表现为: 在课
上注意力不集中，喜欢有小动作，有的甚至故意扰乱课堂秩
序，不仅不写作业，即使写作业也很马虎等。另外还有思想不
够集中：在班级里吵架打闹，有些同学还欺负同学，搬弄是
非，骗人等恶劣行为。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些行为不能算
是品德恶劣，只能算是有这个倾向，如果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制止他们，对造成他们恶劣行为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有针对
性的去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教导更改。

2　产生不良行为的原因
形成学生不良行为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
（1）家庭的不良影响和教育是学生产生不良行为的主要原因。

现在很多家庭，爸妈十分的溺爱孩子，十分迁就他们，要什么就
有什么；还有的家庭爸妈事务繁忙，没时间管小孩，小孩便肆意
成长，家长也不管孩子的成长，只管给他们钱；还有的家庭因为
自身原因耽误了孩子，比如说离异或者是重组家庭，导致没有给
予孩子足够的爱，管教也不够；也一部分家长只对孩子不停加压，
不知道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话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2）
学校的教育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孩子健康成长。很多
学生之所以会产生不良行为，是因为学校长期的高压教育使他们
受不了，然后就会自暴自弃，这种情况的存在，很大的原因是学
校和老师的问题，老师不够关注孩子的动态，不懂得因材施教，只
知道给孩子不断加压，不够关心孩子的身心成长，导致孩子的身
心发育不全，进而导致不良行为的发展。（3）社会上一些不良风
气是学生产生不良行为的重要原因。孩子们由于年纪小，所以他
们的主观判断意识几乎没有，只会模仿大人的一些行为，甚至是
恶习，比如赌博、打架斗殴还有一些很陈旧的思维方式禁锢了孩
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导致他们会有不良行为。

3　矫正不良行为的方法
教小学生们改正恶劣的行为习惯，让他们遵守秩序规则，

有以下几个建议供参考。
3.1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教师应该首先转变自己的教育理念，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

摒弃以分数为中心，而应以全体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还应认识
学生的主体地位，认真钻研学生，全面了解学生的特点，尊重学
生的兴趣、情感、需要。还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了解最简单
的一些教学技能，孩子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要根据孩子的水平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是孩子被激起学习兴趣，再依据实际情况
对孩子进行教导，让他们逐步走上正轨，改善不良习惯。

3.2注重活动、铺设基石
没有详细的活动的形式的教育是不合格的教育，甚至还有可

能由于教学过程中的枯燥无味，导致学生抵制学习，甚至是反
抗，慢慢形成了恶劣行为习惯。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仅要关注教
育的形式，更要把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教育理念贯穿早教学
中，培养好的习惯方法有很多。另外，孩子毕竟是孩子，天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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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玩的，所以老师们要利用孩子的这一习性，让他们在活动中
感受到乐趣，更要明白规则的约束性，还要理解合作的重要性，试
错的重要，在不断的培养中逐步成长，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3完善制度，奖惩分明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将规则陈列，才能让学生的行为有

参考，知道是非对错，明辨是非，对于不好的行为一定要明令禁
止。《小学生行为规范》就是小学中的法律，是小学生要遵守的行
为准则，另外，还能够根据班级的问题制定班级的规章制度。落
实所制定的规章制度，若发现不良的行为要适度惩罚，让学生知
道违反规则的严重性，要从小培养规则意识，也是通过惩罚帮助
孩子们纠正不良行为；看到好的行为呢，一定要表扬，在学生中
要树立好的榜样，让他们指导周围优秀的人是怎么做的，让他们
向榜样学习，这也能鼓励做的好的学生，让他们更加自律。

3.4检查评比、自我评价
要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必须坚持长期检查、评价和培训，使

学生达到“培养”的目标。及时评价小学生的发展教育，可以激
发学生强烈的荣誉感，从而促进学生自我约束能力的增强，提高
学生的自觉性和自制力，实现知行合一。

3.5激发兴趣、转移注意
与其努力纠正孩子的坏习惯，不如培养孩子的喜好，引导

和激发孩子的兴趣。例如，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意义的体育活动，
阅读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用好的爱好来取代坏习惯是最自然、
最轻松的方式。特别是在假期，一些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如果这
样下去，学生就会忽视他们的学习，他们的视力也会明显下降。这
时，最好的办法是引导学生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如游泳、踢足球
等，当孩子的兴趣转移时，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学习不良行为习惯。

3.6家校互动、搭建平台
学校、教师和家庭的之间的交流互动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形成

至关重要。据调查，90%的学生可以在家上网，通过微信、班级QQ
群、校训等多种渠道与父母交流。让家长了解学校的教育理念，在
学校与家长、家长与家长、家长与学生、家长与老师等方面进行
互动，形成教育合力，利用这种家庭与学校在互联网环境中巧妙
地整合交流活动，这正是发挥网络最大优势的最有效手段。小学
生习惯教育是一个“知、情、义、行”的统一过程。

4　结论
小学生课堂上不良行为的矫正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改掉坏习惯

建立好习惯的过程。习惯往往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矫正学生
的不良行为也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过程。只要广大教
师正确分析其不良品德形成的原因，合理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措施，对症下药，就一定能卓有成效地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真
正发挥一名合格教育工作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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