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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卫生习惯的养成为抓手，培养学生自律能力 
◆王晓军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市光谷九峰中学） 

 
摘要：根据初中学生的特点，以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为抓手，采取：一、

提高清洁卫生意识，增强行为自觉性；二、制定各种制度，规范清洁卫

生行为；三、做到言传身教，注重自身示范作用；四、同家长保持密切
联系，提高培养的效果等方法，从而提高学生自洁自律能力，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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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应根据其的年龄特
点，身心发展成长的客观规律和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的进行。初中学生阶段，正处在快速地生长发育过程中，
对外界环境因素的适应能力正逐步提高。记忆力强，接受事物快，
已有一定的分析判别问题的能力，但还不够准确。因此，我校根
据学生的这些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卫生习惯的养成与培养
学生自洁自律能力结合起来，促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一、提高清洁卫生意识，增强行为自觉性。 
老师反复强调不要乱扔纸屑、不要随地吐痰，要讲卫生爱清

洁，要保护环境的卫生，可是，仍然有一些学生就是改不了。这
是由于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差，尤其是现在的学生娇生惯养。要
想让一个人做一件事，得让他认识到做事的好处，这样才能主动
去做，并且做好。所以首先要提高学生的清洁卫生意识，引导学
生认识到：就卫生习惯而言，是个人的形象和素质的反映，对于
一个学校、一个家庭来说便是学校、家庭文明水平的表现，也是
这个学校、家庭素质高低的反映。 

为了提高学生的清洁卫生意识，我校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个
月的主题活动都是以清洁卫生习惯的养成为主题的，充分利用国
旗下讲话、班会、集体活动，如：“爱学校，美化校园”、“讲究
卫生，从自己做起”等活动，如把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同美化整
个校园环境联系起来，反复强调、评价、暗示和鼓励，让学生提
高清洁卫生意识，从而增强行为的自觉性。 

二、制定各种制度，规范清洁卫生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生的各种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

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健全规章制度。只有形成严格要求、严格训
练、严格管理的约束氛围，才会在学生的心灵中烙下良好习惯的
印痕。 

首先，班主任完善、健全班级卫生管理体制。班主任根据学
校的清洁卫生要求，把班级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责任到人，不
搞“大锅饭”，形成了以劳动委员为主导、小组长为主体的卫生
责任制。发现清洁卫生问题，马上可以找到相应的负责学生，及
时处理。班主任还注重引导劳动委员学会管理，特别是培养劳动
委员的负责态度和敬业精神，并大胆放权，树立和维护劳动委员
威信，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 

其次，学生会的检查监督制度。我们学校的清洁卫生一方面
班主任老师自己检查督促，另一方面则由学生会成员进行检查督
促。在学生会方面，形成了一个检查打分的细则，这个细则每个
班都有一份，班主任在分配清洁任务和检查清洁是会以此为基
准，这样清洁卫生的标准就比较明确。学生会检查清洁的时间是
在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下午第二节课的眼保操时间进行。为什么
会在这个中间时间检查呢？目的就是抓保洁，清洁做干净比较简
单，保持住才是难的。所以班主任检查清洁主要是在做干净没有
这个层面，而学生会的检查则主要在保持清洁这个层面上，二者
相得益彰。这样一来学生既要完成自己的清洁任务，更要学会珍
惜自己和他人的劳动成果。 

三、做到言传身教，注重自身示范作用。 
榜样是无声的力量，是孩子习惯的典范，对孩子有说服力、

感染力。而中学生具有明显的模仿性，凡是使他们感到有趣的事，
向往的活动或是周围人们赞许的行为及他们羡慕敬佩的人物，都
易于引起他们的模仿和学习。“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学生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学生做不到的，自己也要做到。在清洁卫生这方

面教师要在学生中起表率作用。 
首先，教师应主动清理好办公桌和讲台的卫生，给学生树立

一个爱清洁、讲卫生、有条理的榜样。笔者认为：每一位教师的
办公室、办公桌以及教室里的讲台，就是面向所有学生的一个窗
口，教师首先应该打扫干净，搞整齐，为学生树立起一个好榜样。
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就应该为学生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榜
样比要求更有效果。老师在学生眼里往往是神圣的，其一言一行
都会被学生刻意模仿，因此身为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
潜移默化中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其次，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随时注意纠正学生的不卫生
习惯，带头搞好课堂卫生。在课堂上，教师要教育学生不脱鞋，
不随意脱衣服，不乱扔废纸、果皮、饮料罐等；在巡视走道中，
教师可主动拾起学生掉在地上的学习用品或纸屑垃圾，给学生一
种“时时处处皆榜样，时时处处皆环保”的好形象，从而使学生
更好地养成卫生习惯。 

四、同家长保持密切联系，提高培养的效果。 
行为习惯的养成除了我们学校这一阵地外，家庭，社会也是

不容忽视的。家庭是孩子最初受到教育的课堂，父母既是孩子的
家长，又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家庭环境的
状况和父母的言行，对子女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的
班主任老师通过打电话、家访、开家长会等渠道，一方面使家长
知道自己子女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另一方面让家长了解学校对学
生的行为习惯要求，要求家长积极发挥家庭教育优势，主动配合
学校加强对其子女的教育。比如，我们的老师会建议家长让学生
在家里多劳动，扫地、洗碗等等这些事情都可以，不要一味的只
是学习，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家长提高自身认识，在
教育孩子养成好习惯的同时，自己应率先做到、做好，以自己的
一言一行影响孩子。 

知易行难，改正坏习惯，培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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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能培养学生
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断提高学生自洁自律能力，让校园生活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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