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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不仅仅体现在知识的传授，
还要有良好习惯的培养。说到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就要说我
国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那句话 “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
说，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小学阶段作为学生的
成长起步阶段，是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重要阶段，也是关键阶
段，我们作为小学教师，更应该引导学生接受系统的卫生知识
教育，树立良好的个人卫生行为，保持文明的卫生环境，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素质教育不仅仅体现在学生对学习对品德上，
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重要的一项，也是作为未来接班人、中国梦
见证者的一项基本素质。

1　组织活动，树立意识
通过对我们班学生卫生意识和个人卫生习惯状况的长期观

察，我发现我们班学生在卫生习惯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如乱丢纸
屑，随地吐痰；在墙壁上乱涂乱画；看书做作业不注意用眼卫生；
环保意识薄弱等等。所以我在实际管理班级中，根据我们班学生身
心特点和知行能力，开展了一系列健康教育和思品教育，开展创绿
色班级、说文明话、做文明少先队员、做"好孩子"的系列活动，
增强学生的卫生意识，提高学生的文明素质。

在学期初，由于学生在家时间较长，班级里灰尘较多，部分
同学的个人卫生做的也不好，所以我首先组织了班级大扫除，让
每位同学都进行参与，打扫我们的教室。每个同学都尽自己所能
去打扫教室。大扫除结束后，大家坐在自己整理好的干净明亮的
教室，显得都很快乐。此时，我首先表扬了全体同学为班级卫生
做出的贡献，然后提出，干净整洁的教室里也要有干净讲卫生的
小朋友，老师知道许多小朋友打扫卫生时候把自己身上都弄脏了，
今晚回去洗洗澡换换衣服，明天做一个最讲卫生的小朋友。既通
过打扫卫生表扬同学们，又暗示部分学生需要注意个人卫生。果
然第二天，每一位同学都干干净净精神饱满的进入了教室，开启
了崭新的学期。

随后在教学过程中，我充分发挥班队会课的作用，以主题班
队会形式增强学生的个人卫生和环境保护意识。由于我们班学生
年龄较小，我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通过讲卫生主题的绘本小故
事，在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中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2　制定制度，培养习惯
低年级的学生自我约束能力较差，所以我经常强调学生做到

自觉要卫生，但许多学生可能只会短时间内坚持。所以我根据班
级学生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情况的制度，并挑选了个人卫生习惯
好的同学作为 “值日组长”，并把每个人的分工罗列出来贴在墙
上，细化到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同时结合我校德育处组织
的“文明班级”评选，我会在每周的午间值周总结结束后，和学
生一起盘点最近一周我们哪些地方做的比较好，哪里还需要再加
强。这样，让学生树立先把自己卫生搞好，更会帮助班级争得荣
誉的决心。

3　循序渐进，形成训练
我们班有个小男孩，平时表现都还不错，但是个人卫生习

惯一直做得有点差，小手和衣服都是脏兮兮的，经常不剪指甲。每
次看到，我都会进行提醒，但是却没有明显的改观。了解了他的
家庭情况后，我发现他的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忙碌，顾不
上孩子的这些细节。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决定制定一个专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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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养成表格，和他达成一致意见后，我们就开始正式实
行。我会每天不定期进行检查，如果他做得好了，我便及时给他
打一颗星，积攒足额星星可以兑换奖品。

最开始小男生不是很在意，所以每天他都得不到星，一星期
下来表格里空空如也。周五下午我单独把他叫来谈话，进行了汇
总，他看到表格里一颗星也没有，也表现的不好意思，我看到后
适时对他进行了鼓励并和他一起想办法如何能够获得星星，并且
带他去洗了洗脏兮兮的小手之后，就给他打上了一颗星，他备受
鼓励。第二周开始，表格里渐渐有了几颗星星，随后他越来越好，
星星多了，整个人也焕然一新的感觉。渐渐的，他身边的小伙伴
多了，也变得开朗了。

4　树立榜样，带动整体
榜样是无声的力量，是孩子习惯的典范，对孩子有说服力

和感染力。低年级小学生具有明显的模仿性。为了让他们有好
的值日方法和个人习惯，学期初的值日工作，我都是亲自和学
生一起做值日。打扫卫生的同时，指导学生打扫的方法和细
节，告诉学生如何去做。等班里学生轮了一轮后，我变成了观
察者，放手让他们自己打扫教室，哪里做的不好的，我会指出
并告诉他们技巧。通过观察，我发现了班上几个学生比较善于
打扫卫生，于是我在班会上重点表扬了他们，号召其他同向他
们学习，向他们请教打扫卫生的经验，并安排他们作为卫生组
长，带领组员打扫卫生。慢慢的，学生们打扫卫生的速度快
了，效率提高了，在潜移默化的工作中，学生们都掌握了打扫
卫生的方法。渐渐地有家长反映，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也开始打
扫卫生，扫地拖地，虽然是很简单的任务，但他们能把在学校
掌握的技能带到他们生活中去，这就是学习。

5　家校联系，提高效果
讲究卫生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学校和班级以外，

家庭和社会也是不容忽视的。习惯是在教育过程中和实践中经过
反复练习形成的。我也经常和家长沟通，得到的结果是，许多时
候，在学校因为有教师的监督，学生在能够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但在家里就放松懈怠。所以我结合学校“21天好习惯”养
成项目，在班级群里采取了“打卡制”，让学生每天在家至少做一
项家务，由父母拍摄小视频记录下来发在班级交流群中打卡。坚
持了一段时间后，部分家长反馈说孩子已经养成了习惯，吃完饭
后自觉刷碗，看到地上的灰尘主动去打扫。渐渐地，班里大部分
学生都有了这样的习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知易行难，改正坏习惯，培养小学生
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家长、教师的督促，
需要家庭环境、校园环境、社会环境的熏陶。只要我们找对了方
法，并常抓不懈，使之养成教育真正变成学生的内在需要，促使
他们自觉养成各方面的良好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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