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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 
◆蔡顺和 

（惠东县平山第三小学） 

 
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养成习

惯，习惯形成品质，品质决定命运。”可见，习惯对人一生的影
响是巨大的，对小学生来讲，更为重要，因为小学阶段正是一个
人养成行为习惯的关键阶段。那么，应该如何培养小学生良好的
行为习惯呢？下面结合我校进行的“正行教育实验研究”课题，
谈谈几点做法。 

一、了解行为习惯，明确养成目标 
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首先必须让小学生明白什么是行

为习惯？哪些是良好的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是行为和习惯的总称。综合心理学家的解释，行

为习惯有如下特点：1、习惯是自动化的行为方式；2、习惯是在
一定时间内逐渐养成的，它与人后天条件反射系统的建立有密切
关系；3、习惯不仅仅是自动化了的动作或行为，也可以包括思
维的、情感的内容；4、习惯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由此习惯可能
起到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从以上解释可以看出，习惯是人经过长期练习和多次实践而
养成的自动化的稳定的行为方式。那良好的行为习惯有哪些呢？
《中小学生守则（2015 年修订）》就作了明确说明。如在课堂上
专心听讲，在家主动分担家务，自己的事自己做，自觉保持公共
卫生，礼让排队，爱护公共财物，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学会合作
共处，坚持锻炼身体，爱惜花草树木等等。 

学生了解了什么是行为习惯以及哪些是良好的行为习惯后，
接着要教育学生结合个人的实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改正不良
习惯。在这方面，我主要是运用多媒体课件，结合《中小学生守
则（2015 年修订）》在主题班队会上对学生进行教育。 

二、师生榜样引领，学生学习有道 
1、教师言传身教 
小学生一天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与教师在一起，而且小学

生模仿能力很强，所以我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求学
生做到的，我先做到。有一天，我走进教室，看到地面上有一团
废纸。心想，教育契机来了，于是我弯腰把废纸拣起来，丢到垃
圾筒里，然后看着全班学生，微笑着问：“同学们，你们都有什
么理想啊？”学生议论纷纷：有的说当警察，有的说想当法官，
有的说要做企业家……等大家安静下来，我才严肃地说：“同学
们，你们的人生目标都很好。不过，你们得先听我讲个故事。”
接着我跟学生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故事。听完故事，
全班鸦雀无声，随后地上的废纸都不见了。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
久而久之，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就会养成，以点带面，从而形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 

2、评选班级“明星”  
除了教师的言传身教，我还重视树立学生中的典型榜样——

评选班级“明星”，用榜样的力量感召他们。这样可以促使小学
生自主改掉不良习惯，养成并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是多么强
大的推动作用。评选的方法是：1、由各组组长和组员推荐学习
认真、上课专心听讲、积极思考，大胆质疑并回答问题，按时完
成作业的“学习之星”；卫生、学习、纪律等各方面进步大的“进
步之星”。2、由家长推荐在家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的“敬老之星”
和“感恩之星”。3、自己在校内校外遵纪守法，课上课下严以律
己，即可推荐自己为“守纪之星”。4、由体育委员推荐积极锻炼
身体，能认真做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的“体育之星”。5、由劳动
委员推荐积极打扫包干区和教室的“劳动之星”。每次“明星”
评选活动结束后，我总会作个总结，然后通过微信群和校讯通平
台给家长发去喜讯，建议他们能多给予孩子表扬和鼓励，这样有
利于巩固行为习惯的教育成果。没评为班级“明星”的学生，也
会自觉地查找自已的不足之处，以班级“明星”为榜样，改正自

己的不良行为习惯。 
如我班的黄雅彤、钟海霞，平时的学习行为习惯很好，经常

被大家评为"学习之星"。同学们都争相向她们学习，积极向上的
学习氛围自然而然在班里形成了。另外，我还特别关注潜能生，
因为这些学生的行为习惯会影响一大批学生。 

三、立足课堂教学，有机渗透培养 
教育教学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学生成绩很好；

有些学生成绩不理想。这是为什么呢？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
果是：这是学习习惯的不同造成的。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学生
的学习活动会变得轻松自如。而不良的学习习惯会使学生越来越
不想学习，直到成为差生。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必须结合教学
实际，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 

如：我在每上一节课前，总是按照课前准备好的教学设计的
步骤，先引导学生复习旧课，再进入下一环节，从而培养学生的
复习习惯。每次讲新课总要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从而促使学生
养成并巩固良好的预习习惯。授课的时候，严格要求学生坐姿要
端正，听讲要专心，朗读课文要有感情，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听
和读的习惯；遇到问题引导学生大胆质疑，自主从课文中寻找答
案，教会学生自学的方法等。要求学生在家独立完成作业，实在
不懂的要请教家长，查资料，百度搜索或通过电话请教老师，不
能不懂装懂。经常叮嘱学生在家里做作业之前要先复习当天的学
习内容，使复习成为习惯。 

四、开展各项活动，促进习惯养成 
1、开展心理拓展训练活动 
心理拓展训练是一种体验式培训。它让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亲

自参与来获得个人体验和感悟，然后在培训师的指导下，团队成
员共同交流，分享个人体验，提高自我认识，强化学生自信心，
培训学生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使其养成以积极开拓的心态
去战胜困难的良好习惯。 

2、组织学生到社区进行参观活动 
人的成长过程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人只有通过参加社会活

动，才能深切感受遵规守法的重要。因此，我们学校经常组织中
高年级学生到红光社区及平山街道参观禁毒宣传、青少年法制教
育展，并写观后感。让学生在参观活动中获得刻骨铭心的感受，
以此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打造班级文化 
设计精美的的班级文化布置能在无形中促进并巩固学生良

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因此我注重打造班级文化。在班级文化建设
上，师生共同参与设计和布置。在教室显眼的位置张贴习惯养成
规则。如：“入室即静，入室即坐”，“博学多思，学以致用”等。
教室后面布置班级“明星”评比栏，学生手抄报，阅读卡作品展
等内容。图书角上学生还从家里带来绿萝、吊兰、仙人球等盆栽，
把教室装点得生机勃勃。这样，教室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从而
潜移默化地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五、家校密切配合，强化习惯养成 
心理学家研究证明：一项行为习惯至少要经过 26 天不间断

的训练才能形成。小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也一样，不可能一朝一
夕就可以养成的，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而且在习惯养成的过
程中会“反复”，我们可以采用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抓的方法。
同时，教师要得到家长的认同和配合，通过家校强大的教育合力
不断巩固强化学生的行为习惯。比如：可以通过召开家长培训会，
电话联系，组建班级家长微信群，校讯通以及家访的方式及时与
家长进行交流沟通，使家长与老师一样有的放矢地不断反复地督
促学生，不断促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后达到“习惯成自
然”，这个时候，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才能算真正养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