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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是教育者的共同追求。新接手的班级行为习惯较差,这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班主任,积极探索

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纠正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这至关重要。本文就工作中实际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现象,列举了一些有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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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新接手的班级,传说是这样的：卫生差——教室垃圾遍地,储物

间只要进去是待不过两分钟的；纪律差——自习课和晚修纪律乱在年级

是出名的；作业差——作业经常交不齐,缺交漏做；个性强——学生不

好管,哄不住骂不得,还爱怼老师……果不其然,在开学的第一周我都一

一见证了。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生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

成习惯。”这52个学生一个共同的名字——初三2班,有效期只剩下一年了。

他们带着这些不良的习惯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想我不能坐视不管。帮助

他们纠正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这就是教育,是我的责任。 

初中是学生身心迅速发展又极具可塑性的阶段,应当紧紧把握住这个

有利的施教时期,从学生的行为习惯的培养入手,教会他们做人的基本道

理。初三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思考、分辨能力,这些道理其实只要一说,

他们就能懂,但如果不说,他们可能就会错过这段成长的时间,继续做一些

无意义的事情消耗时间。 

1 卫生差——从“刻意练习”到“习惯动作” 

一开学学生就对我说：“老师,你不要对我们的卫生抱什么希望,两年

了,改变不了的了。”美国行为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形成或改变

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先不管这是不是事实,至少我让学生相信,有这样

的可能,给他们这样的信心。于是根据心理学家的理论,我给他们做了这样

的计划安排： 

第一阶段：1-7天左右。此阶段表现为“刻意,不自然”,需要十分刻

意地提醒自己。这阶段我会不停地提醒大家注意卫生,保洁,我也保证会有

足够的耐心,只提醒,不批评；第二阶段：7-21天左右。此阶段表现为“刻

意,自然”,但还需要意识控制。这阶段我会转“提醒”为“监督”,我会

认真地监督,但我不再有足够的耐心,我发现了直接批评；第三阶段：21-90

天左右,此阶段表现为“不经意,自然”,无需意识控制。这个阶段是检验

成果的,我会将大家的改变发给家长们,让他们也见证我们的成长。 

于是我们的计划从第二周开始,这一周内,每天的卫生打扫时间我都

会到教室,给值日生的打扫做一些指导,怎样才能打扫得又快又好。比如分

工合理,打水倒垃圾等力气活交给男生,擦窗户扫地等精细活交给女生,这

样效率更高；打扫的时候有路线地打扫,才不会留死角；擦黑板的时候先

用干的布擦一遍,再用湿的擦一遍,就不会还有一层白灰……每天的课间

我都会去教室逛逛,看到座位旁边有垃圾,我会马上提醒学生捡起来；看到

储物间垃圾散落在垃圾桶边,我会马上提醒值日生去倒垃圾；课间提醒擦

黑板的值日生整理好讲台,不要有杂物……这一周是规范周,工作都很细

致、繁琐,老师辛苦,学生也辛苦,毕竟习惯改变的一开始,都是“刻意、不

自然”的,但一定可以先苦后甜。 

第三周和第四周,在前一周习惯调整的基础上,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 

到课堂学习中来。同时,这种方法也能让学生冲破学习的阻碍,认真地去分

析、探索新的知识,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为了让学生在初中阶段具

备较强的数学思维,数学教师就要不断地开拓学生数学知识的视野,激发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丰富而全面的知识能让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挥。

丰富的知识体系能够让学生准确地找到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密切联系,找到

学习的切入点；能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启示和引导,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因此,初中数学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要做到精确讲解,提炼教材中的重点

知识,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让学生在有限

的课堂时间内掌握好教材中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拓宽思考面。 

3.5联系实际生活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兴趣。联系实际生活,利用学科教

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显然很利于我们组织教学,在选择生活实例开展教学的

过程中,初中生很容易被激发学习兴趣,这个过程为学生的逻辑思维培养提

供了更好的契机。因此笔者在指导初中数学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就结合教学

内容不断融合实际生活元素,促进初中生应用数学知识的实际能力提升。如,

在“平行线的性质”的课时教学中,我就要求学生联系实际生活案例理解问

题,如窗户框的边线之间有怎样的位置关系,在窗户被左右推动的过程中,窗

户两条边之间的距离没有变化,因为二者同时移动,利用这样的案例引导学

生感知平行状态。在学生初步感知的基础上,我要求学生参与到教学实践活

动中,了解平行线的性质,为进一步的知识应用奠定基础。学生展开深入思考

之后,开始了自主学习,进一步消化理论知识,提升知识应用能力
[5]
。 

4 结语 

总之,初中学生的数学学习对学生的各个学科学习都至关重要,通过初中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可以让学生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这就要求教师能够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采取基础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提高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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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意识,值日生知道怎么做值日才能又快又干净,平时学生知道看到垃

圾要马上捡起来,平时也不要随意丢垃圾。这两周时间,我不会每天值日和

课间都去,我会突击检查,如果发现有做得不好的,给予批评。这两周老师

和学生都要轻松一些了,卫生已经已经不需要老师提醒,知道该如何保洁

了,偶尔做得不好的学生,被老师批评,对其他同学也是一个提醒。 

第五周开始,班级卫生基本已经是满意状态了,这时候多拍些照片跟

家长们分享,再转达家长们的点赞给学生,用成就感驱动学生继续保持,从

“刻意练习”到“习惯动作”,把卫生习惯变成潜意识的行为习惯。 

2 纪律差——把“小 A 集团”改造成“小 A 学习小组” 

学校是一个教育场所,每个学生踏进校门,都是来接受教育的,学习文

化知识,以及其他能力。一言概之,我们所有学生进入学校的初衷,都是为

了学习。但现在班级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会对学习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不

管教师的教学水平多高,他都不时地需要处理学生的这些不良行为,这样

的教学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班级的纪律差,就会直接导致教学效果差,所以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经过多方面的了解与观察,我发现了班上的纪律问题主要源于男生。

班上有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是“小A集团”,班上几乎所

有男生都唯小A是瞻。大课间小A不想跑步,他们就都陪着他走路；上课小A

在讲话,他们就陪着他聊天；班级这个决定小A不同意,他们也一起不同

意……小A在班级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如果能够用好这股力量,效果一定是

显著的。 

时机到了。我找他到办公室坐谈,跟他讲我对新班级的设想,以及当中

遇到的一些困难,并请他帮忙出谋划策。期间他确实给了一些不错的建议,

可见他还是一个挺有想法的学生。然后我提出让他来当值日班长,主要负

责班级纪律。一来我是想用职位来限制他的行为,当了班干部,就要以身作

则。二来是希望借助他的魄力,管好班级的纪律。因为我发现其实扰乱纪

律的大多数是集团成员,只要管住他们了,这个集体的纪律问题会得到很

大的改善。不出我的意料,小A很爽快的答应了,我也给他做了一些班干部

技能指导,同时提出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公平公正。因为我担心他会包庇

违纪的集团成员,在问题出现之前先提醒,比问题出现了再去处理要有效

得多。 

此外,我还调侃他们自称“小A集团”太江湖气,老师赐名“小A学习小

组”,此时被赋予值日班长身份的他一身正气,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果不其然,在“小A学习小组”的管理下,班级的纪律发生了很大转变,

开学动员大会上被级长点名我们班纪律差,在一个月后年级会议上,我们

班的纪律得到了表扬。 

3 作业差——变“被动要求”为“主动需求” 

以前聪明的农民为了让驴子不停地拉磨,在驴子前面挂一根胡萝卜,

这就是利益驱动。为了吃上一口胡萝卜,驴子常年不停地向前走。做作业

本来是学生的本分,是学习的必经之路。但由于惰性,很多学生还是无法按

时完成作业。每天强调作业的重要性已经不管用,做不完就惩罚也麻木了。

这些方法对学生来说都是要求,是被动地要去完成作业,又没有什么办法

是让学生明白“我要完成作业”,变成一种主动的需求？答案是,胡萝卜！ 

在我们班家委会的帮助下,我们决定给每周作业交得最齐的小组奖励,

同时为了防止有些小组当看到自己小组没希望拿第一的时候“破罐子破

摔”,最后新规落成：每周缺交作业人次最少小组每人奖励汉堡一个,缺交

作业人次最多小组罚下周值日一周。 

学生一直觉得作业做没做完是自己个人的事情,要做完真是太累了,

所以经常就偷懒没有按时完成,这样的习惯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因为

作业不按时按成知识就得不到及时的巩固,老师也不能及时掌握学生只是

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但新制度实行以后,作业就必须按时做了,

一是按时做完就可以得到汉堡奖励,二是如果不按时做完导致小组受罚,

会受到组员的谴责的。所以很多学生都会因此主动按时上交作业。 

4 个性强——引导从“我行我素”向“换位思考”转变 

大课间跑步,我在做总结时给同学给打气,希望同学们克服困难,坚持

每天跑步。有声音说：“切！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跑试试,就会说些废话。” 

在给优秀学生颁发班级小奖品时,有声音说：“还不是我们自己的钱,

自己花钱给自己买奖励,有什么意思！” 

在考试进行班级挑战时,有声音说：“我们不挑战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

挑战,搞得自己精神压力这么大,谁爱挑战谁去！” 

…… 

班上有几个学生个性很强,总喜欢出风头,抢话头,和老师对着干,其

中小B是最突出的。小B总是喜欢在老师讲话的时候以一种不刻意喊出来但

又保证全班同学都能听到的音量,对老师的话表示质疑、反对,甚至是挖苦,

讽刺。但事后她又像个没事人一样主动跟老师套近乎。我联系小B家长反

映这个情况,家长也很主动地承认孩子存在的这个问题,并告诉我当她出

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对她“冷处理”就好。我和家长的态度达成了一致,

千万不要试图在这时候跟她讲道理,因为她既没有道理又要赢,她是不会

接受任何的说法的,甚至容易引发师生矛盾。 

在经过几次这样的交锋后,有一天我约她来办公室,跟她“诉了一番

苦”。我跟她表示很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心里很生气,但更多的是失

落。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对自己没有起码的尊重,言语间总喜欢挖苦人。也

担心这学生出来社会,会不会遇上能包容他这种脾性的人。听到我这样说,

小B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但她还是没有心软下来,她睁大眼睛说：“老师,

有时候你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告诉她,语言

有时是最锋利的武器,可以“杀人于无形”。说出来的话最重要的是听者的

感受,也许意思没有表达错,但是如果能够换一种被人听了能准确接受信

息又不会心里不舒服的语言来表达,会更好。如果你的话语总是被人歪解,

你肯定也会很郁闷。这时候她点了点头。接着我跟她说了她的问题——有

时候说话不顾别人的感受,我行我素,只管自己说得痛快。我希望她可以学

会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听到别人这样说话,心里该作何感想。这时候她才

低下头,眼眶湿润,说了句“老师,对不起……”顺势我让她做思想的传播

者,对班上那些喜欢我行我素的同学进行思想的引导,教会他们换位思考。 

很多时候,作为教育者我们会对学生的一些不良行为习惯摇头、叹息,

但事实上,只要我们多去思考,多做一些尝试,就一定能找到有效的办法,

帮助学生去养成一些良好习惯。而一个良好习惯的养成,往往需要长时间

的坚持,才能最终形成。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经常会有反复,这时候只有

我们多些耐心、恒心,抓反复,反复抓,不断地培养与强化,才能取得良好的

效果。 

教育,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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