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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良好习惯的培养亦是教师教育的基本要旨，不仅
对于学生的学习有所影响，对其未来的发展亦是有着一定的引导
作用。因而教师应注重对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以促使
其能够在中职院校中接受同等教育与关怀，使其习惯得以全面提
升，构建良好的思想品质。

1　存在的问题
目前多数中职生都为独生子女，因而在家庭教育中受到极端

的宠溺，导致学生缺乏正确的思想理念，加之大部分家长工作
较为繁忙，学生亦是缺乏教育管理和成长引导，致使其逐渐形
成较强的依赖心理，缺乏独立性及责任感，行为上更是懒散、
目中无人、毫无纪律可言。同时，由于中职院校的学生多是以
较低的学习成绩而被录取，学生的心理亦是存在一定的自卑感与
挫败感，导致学生形成自我放弃的心理，从而逐渐形成不良行
为习惯[1 ]。

2　形成原因
2.1学生方面
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优越环境中，学生并没有体会过苦

难及历练，使其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心理建设相对较低，且多以
自我为中心，尤其在中职这一阶段的学生，更是存在一定的程
度的逆反心理，导致礼仪尝试未能有效形成。另一方面，对于
中职学生而言，学业即是其心理产生变化的主要问题，受挫折
的不断打击，致使其逐渐形成悲观情绪，从而自暴自弃，逐渐
形成不良行为习惯。

2.2家长方面
行为习惯的养成大多源自家长，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学生的

思想意识亦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偏执，比如态度上无所谓、思想上
认为学业没那么重要、行为上懒散应付...等等。尤其作为家长，
对于学生有着引导与榜样作用，导致学生则会有样学样，从而逐
渐形成不良的行为习惯[2]。

2.3教师方面
学生除家长之外最常接触的则是教师，与教师朝夕相处亦会

逐渐受教师的影响，同时，教师的教育方式是否得当，亦是影响
着学生行为习惯的形成。而部分中职院校中，教师对于学生仅关
注于学习，而对于学生的成长则不闻不问，甚至于视而不见，如
此，则导致学生的不良行为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不良习惯。

2.4社会方面
中职校园的环境存在一定的社会气息，同时，在现代多元的

社会发展中，亦是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具有一定的
影响，加之中职学生处于青少年时期，并不具备正确系统的价值
观念，具有较弱的明辨是非能力，则易于在盲目仿效中养成不良
行为习惯。

3　对策研究
3.1日常行为方面
首先，规范制度的设立是必要的，比如依据教育部颁发的相

关规范守则，则可作为借鉴使用的制度策略，以作为约束学生日
常行为的重要依据。其次，教师作为示范的楷模，需注重自身行
为的规范化，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同时，还可借鉴优秀人物、
设立榜样标兵等方式构建良好榜样，以促使学生得以在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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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职教育的院校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对于学生放任的现象，教师对于学生的学习成效没有较高的期望，对于学
生的日常行为更是忽略不计。而教育没有等级差异之分，需要教师科学合理地进行引导，使其能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学会做
人，提高素养。因此，良好习惯的培育尤为重要，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应加强对于学生习惯养成的培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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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良好行为习惯。
3.2课堂行为方面
行为的教育培养具有随时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各个学

科的教师都应当加强对于学生行为的培育重视，除教师在课堂中
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之外，亦需要为学生构建良好的教育环境，
以使得学生能够认识到行为的正确与否，培养其基本的判断力
[3]。因此，教师在进行知识教育之外，还需引导学生学会为人
处世。其次，行为习惯与德育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
德育亦是学生综合发展中需要具备的基本品质，因而学校及教师
则需将德育的教育加强落实，建立专门的德育课程，以培养学
生的良好品德，为行为习惯的养成作以良好铺垫。此外，学生
的心理变化亦是影响其消极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教师还需
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教育，帮助其建立良好的心理品质，
以促使其有效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3.3班级管理方面
教师在进行班级管理时亦需要做到全面培养学生的行为习

惯。首先，明确名建立班级班规，促使学生能够从根本上改掉
不良习惯，以维持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促使行为习惯的养成
更加系统科学且有效。其次，教师可将管理职责落实到学生个
人，有学生担任班级管理，从而促使其在管理中逐渐形成自我
管理，促进其行为的逐渐养成。

3.4构建三位一体教育体系
基于学生成长发展的培养角度，家庭、社会亦需要作以支持，

以实现全面教育的良好环境，因而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的构建则
尤为关键。教师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引导家长提高对于学生教
育的重视，同时，定期组织教育培育，指导家长以科学的方式教
育学生，并将学生的成长动态及时告知家长，以在家长的配合下，
实现家校共育[4]。从社会层面而言，政府及相关部门则需加强
对于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比如娱乐场所、低俗内容等进行严格
把控，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创建更加健康的社会环境，将三位一体
的教育体系有效构建起来。

4　结束语
行为习惯对于学生的成长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

响，且培育的过程亦是长期缓慢的，因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指导时，
则需从各个角度切入，以实现全方位教育培养，将家庭、社会合
力展开教育，促使学生在更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良好行为习惯。
作为教师，则需加强对于学生行为习惯的关注及培养重视，改善
目前教育的不足之处，强化对于学生的指导管理，帮助学生形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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