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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的西藏学生融入异地民族文化的实践研究
——基于卫生习惯的视角

李健琼

（广东省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广东 佛山 528322）

摘要：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来到广东的学校生活，因地理原因或是自身原因，导致了很多孩子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对个

人卫生的不重视。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本 文从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惯的角度出发，就孩子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来讲，通

过各种实践教育活动，让西藏的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好的卫生习惯对于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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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来自西藏的学生更好融入本地文化，通过文化融合引

领学生健康成长，加强民族团结，达成国家所要求的五个认同，

三个离不开，经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批准，在全国的不同城市承办

初中班，担负起为国家培养建设精英人才的任务。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帮助学生解决日常学习生活中

所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卫生习惯方面，本文从立德树人角度出发，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贯彻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培养优秀的新一代接班人。

学生从雪域高原来到顺德求学，最小的年仅 11 岁，这些尚未

成年的孩子远离家乡来到几千公里外的南方，背井离乡和父母分

离。有些自理能力不足，往往不能好好照顾自己。

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差异，学生在生活和学

习上都有诸多不适应。常会因为生活上要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等

生活自理上的问题，而引发不少学习及情绪方面的问题。

一、西藏学生融入本地民族文化过程中卫生习惯方面存在的

问题

（一）意识不强

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和地理环境造成的习俗差异，学生的卫

生意识薄弱，不少学生刚入学时存在较多的不良卫生习惯。如随

地吐痰；打扫卫生时不将垃圾倒垃圾池里，而是随意倾倒；有不

少学生随处扔垃圾，如乱扔食品饮品包装袋等……上完厕所不洗

手、不冲厕所、饭前不洗手等不良生活习惯及行为。

（二）地域差异

地域气候生活习惯不同，学生习惯把洗好的衣服、床单铺、

毛毯棉被挂在矮树丛或铺在草坪上晒干，南方气温湿润细菌生长

快，洗干净的衣物没有挂好而是铺在地上，或挂在草丛中极容易

使衣物沾上细菌，学生穿上后，容易引发一些疾病。

有的孩子没有养成每天更换衣物的习惯，或更换的衣物随意

堆积、塞在柜子里或藏在宿舍角落，放置时间长后衣服发霉；或

晾晒衣服不及时收，导致宿舍门口衣物无人认领堆积现象严重。

西藏地域辽阔，气候干燥温度低紫外光线强，水资源也不丰富，

人民因客观等原因，一般一周洗一到两次澡，有些海拔高的来自

牧区的学生一个月洗一次澡。

但广东天气炎热，气候潮湿，长时间不洗澡会引发皮肤瘙痒、

蚊虫肆虐等等。而且潮湿温度高的天气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西藏

学生短时间内无法适应生活习惯，学生特别容易生病。本地学生

对来自西藏学生生活习惯不理解，从而不利于本地学生与他们的

团结互动。

二、卫生习惯对民族文化融合产生的影响

民族文化差异会引起来自西藏的学生们产生孤独感、封闭感

甚至自卑感。这些不良的情绪容易引起孩子思乡之情，加之生活

上缺少父母的呵护，情绪无法疏导，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另

外与本地学生之间的不融入，相互之间缺乏更深入的了解。

有些西藏学生甚至会因为误解，课余时会出现破坏校园公物、

产生厌学情绪，上课爱打瞌睡等违纪行为。给学校管理、民族团结、

民族认同教育等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化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藏族学生

与本地学生的良性互动。加强民族间文化融合，尽快让西藏来的

孩子融入本地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汉藏融合共同助力西藏社

会经济发展，为西藏发展培养精英人才，且顺利完成党关于立德

树人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

三、西藏学生融入本地民族文化的策略 - 基于卫生习惯的视

角

（一）爱心教育帮助西藏学生适应本地

学生来广东后，老师们发现学生的卫生意识不太良好。老师

们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方面，老师们手把手指

导西藏的学生；从洗澡、洗衣服、刷牙，整理自己的日常物品，

课室的卫生、宿舍的卫生等等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干净。老师们的

爱心教育，严格要求，细心照看，让西藏学生慢慢养成良好爱卫

生习惯，

（二）加强卫生保健知识宣讲教育

定期开展有关于卫生方面的主题班会，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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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如何做好个人卫生。例如在用眼卫生方面，在光线不足的环境

下看书，用脏手揉眼睛，这些不良用眼卫生行为影响学生的视力。

学校邀请本地三甲医院的专业医生讲解用眼卫生方面的知识，教

育学生应该如何卫生用眼。

另外也会对学生讲授预防“诺如病毒”的卫生知识、生理期

保健知识、爱护脊椎卫生知识、如何预防肺结核病等卫生知识 。

通过学习卫生习惯知识，让学生了解到为何要在生活中讲卫生。

（三）加强本地学生与西藏学生互融互通

安排一部分本地学生与西藏的学生住在一起，让本地学生以

身作则示范给西藏学生看，西藏学生耳濡目染逐渐养成良好的卫

生行为习惯，树立起“讲卫生由我起，今日创造美丽校园，明日

建设美丽西藏”的理念，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大家共同生活相互

了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更乐于融入本地文化，形成民族认同

意识。

（四）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加强卫生检查力度

教育离不开规章制度，古语：无规矩不成方圆。定目标使行

为有更好的准则，订制度是行为有更好的方向保证。为了让学生

更好巩固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更好融入本地文化，确保教育的

原则性和效果性，西藏班与本地班级一样参与学校常规卫生管理

工作。

此外还组织西藏学生进行卫生习惯考核等活动，并把考核的

结果纳入“文明班级体”的评比内容。通过此类活动既培养学生

的集体意识、竞争意识同时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真正做到活动

育人，体现立德树人，并且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

学生远离父母，缺少家庭温暖，生活常识、习惯不容易通过

简单说教养成，于是为学生与当地家庭结对；多与当地家庭交流，

走入当地家庭，融入本地生活，这样的交流活动有利于孩子养成

更好卫生行为习惯。

本地家庭把西藏来的孩子当成自己家庭成员一样关心爱

护。通过民族之间简单的交流活动，不但让学生更快地适应本

地生活，融入本地文化，同时让本地人了解到远在几千公里神

秘的西藏文化，也为更好教育学生助力，促民族共融、加强民

族团结。

四、良好卫生习惯对西藏学生融入本地民族文化的意义

（一）养成良好卫生行为习惯的对其成长的意义 

国家根据立德树人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综合性人材，建设

美丽西藏需要大量素质过强，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身心健康的

人材。学生的健康发展、道德观的树立以及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都离不开良好卫生行为习惯的养成。

开展良好卫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加强良好卫生行为习惯

养成的训练，对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以及提高学生思想道德

素质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新时代下每一位初中生所需要掌握的

必修课。 

（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会对学生教育产生迁移作用

学生培养好的卫生习惯，会迁移到学习上、做人处事上。古

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学会处理日常生活中如个人卫生等

繁琐事，之后学生会较之前更自觉自律、自尊自爱、自强自信。

学生从学会收拾自己开始养成做事有条理性，办事细致认真、

热爱集体、遵守社会公德、讲究精神文明的人。从而更热爱学习。

学生养成良好卫生行为习惯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基础，是立德

树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

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三）养成良好卫生行为习惯有利于健康快乐成长

卫生行为习惯关系到学生个性的发展，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

习惯，既可以保持自己生活环境的卫生整洁，又增强对疾病的免

疫力。尤其是现在特殊时期，对于可防可治的病毒，日常良好的

卫生习惯很重要。

干净整洁的环境，不仅使人心情愉悦，情绪易于稳定，还容

易感受到本地文化的美，更热爱生活并产生为创设更美好的生活

而奋斗的想法。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热爱劳动的思想，养成爱

整洁、讲秩序的良好习惯，进而促进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增强

学生的体质，使其精神面貌得到改善，促进其他良好行为习惯和

完美人格的养成。达到融入本地文化，健康快乐成长，民族团结

共融的目的，完成党交给学校的立德树人的任务。

五、结语

各地区办学为学生成才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这一举措不但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更利于将“内地民族班”建设成为少数民

族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及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强阵

地。

初中是人生养成各种良好习惯的重要阶段，良好卫生行为习

惯体现学生的修养品质。拥有良好修养品质，更能融入本地文化

达到文化融合民族团结，有利于将学生培养成为爱党爱国的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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