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 养成教育工作
计划(大全7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分析现状，确定行动步骤，并
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和资源分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计
划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篇一

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开始，学生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必然是
意志与毅力的坚持不懈，并且只有经过严格要求，反复训练
和认真实践才能形成。叶圣陶曾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
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现在，我们的教育对象绝大
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都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生活，他们是
温室中的花朵，经不得半点风雨，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使
学生养成一些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主要体现在“任性、
懒惰、吃不得苦”，作为教师，特别是我们体育教师对培养
学生良好的品质和习惯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从体育课入手，
结合学校对学生的行为习惯要求，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在体育课上，我着重从课前习惯、课堂习惯、课后习惯三个
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良好的课前习惯是上好体育课的基础。所以，每一节课，我
都要求学生必须将自己的课桌摆放整齐，将桌面收拾干净，
椅子靠近课桌，然后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排成两路纵队，由
体育委员带队，整整齐齐，安安静静地走到操场。这些要求，
都是与学校的要求相符合的，所以学生能很快地适应并按要
求去做。在这些环节中，如果哪一环节没有做好，我就要求
学生回到教室重新做好了再到操场。经过上学期的努力，现
在，我所任教的班级都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好课前习惯，学生
从教室到操场的过程中，也显得更加朝气蓬勃，神采奕奕。



课堂习惯的完善是体育课完美的保障。我把体育课的课堂习
惯分为常规习惯、安全习惯、学习习惯、练习习惯四部分。

1.常规习惯：这是每一节体育课都必须完成的内容，包括体
育委员集合、整队、报数、报告人数、师生问好。除了师生
问好，前面的环节都由体育委员组织完成。这样做，有两个
好处，一是能够培养体育委员的组织能力，二是让学生感受
到体育课其实就是发挥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素质。我在
教学高段体育课时，就曾经实行过“一日体育委员”，让每
一个学生都轮流当一次体育委员，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一个
学生都得到一次锻炼的机会。并且，由于教师的提示与安排，
每一个学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轮到自己当体育委员时都
做得很好。这样，让每一个学生都体验和感受到要做好常规
必须是全班同学共同努力，积极参与，通力合作才能做好的。

2.安全习惯：室外体育课中不安全因素比较多。我在体育课
上就着重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首先是生病或不舒服一定要
请假，以避免加重病情。教师也要积极询问和了解学生的身
体状况，并有针对性的对这些学生进行安排。其次是着装一
定要规范，体育课中活动较多，规范的着装能减少运动时伤
害的发生。特别针对小学生爱搞玩具这一特点，严格要求学
生不许在衣服或裤子的兜里装长的、硬的物品如：小刀、笔、
饭勺等。第三是在体育课上要有充分的准备活动，做好热身
练习。

3.学习习惯：体育课不同于其它科目之处就在于室外课较多，
安全事故也比其它科目多，为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发生，我在
教学一些容易发生事故的教学内容时，都要求学生做到三个
字：“看、听、说”。“看”主要是看教师的示范，体育课
中，我主要对一些技术、技能动作进行示范，这时，就要求
学生认真仔细观察，自己感受教师示范时的时机、位置、角
度、方向、速度等方面；“听”是在学习过程中认真听教师
讲解动作要领，将自己的所看所听有效地结合起来，以便在
后面的练习中能按照要求去练习，这样既能够有效地进行练



习，又能够减少甚至避免安全事故发生；“说”是让学生复
述教师讲解的关键或重点部分，这样既有利于教师检查学生
是否认真听，又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内容。在体育课上，教
师还要对一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鼓励和关注，因为每个
班都有几个“困难户”，如受身体肥胖、瘦弱、胆小等身体
条件和心理条件限制，往往学生自己会产生心理障碍，对体
育课失去信心。作为教师应注意抓住这些学生的特点，发挥
他们自身优势，及时给予鼓励，让他们逐步树立信心，同时
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加强他们的身体素质训练，教会他们
一些锻炼方法，就能起到积极效果。如身体肥胖的学生一般
力量素质比较好，在投掷课上让他们出来做示范，就能让他
们看到自身的优势。在一些简单的危险性低的项目，就可以
请胆小的学生出来示范，并对他的示范给予表扬和鼓励，逐
渐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4.练习习惯：学生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技能，还必须经过练
习才能完成。在体育课上，我将学生的练习习惯分为三部分，
即“重安全、守秩序、认真练”。“重安全”是指学生在练
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练习的时候一般都是分组进
行，教师必须关注全体学生，这就要求学生首先要有安全意
识，既要爱护自己，也要爱护别人，每一个学生都应加强自
我保护动作、保护和帮助动作的训练。让每一个学生都学会
自我保护方法，了解一般运动的操作处理。练习前还必须检
查自身和场地器材的安全因素，树立安全第一意识。在练习
的时候尽力做好保护帮助，避免自己和同学受伤；“守秩
序”是指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按照顺序练习，不要因为自己
喜欢或不喜欢就多练或少练，更不要因为顺序而发生同学之
间的争吵；“认真练”是指学生在练习中动作一定要规范，
会正确使用器材。避免因动作不标准或因器材使用不当而出
现安全事故。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始有终，体育课上的习惯培养还应有课
后的习惯，体育课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点决定了体育课的课
后习惯也不同于其它学科，我在体育课上着重培养了学生的



整理放松习惯和归还器材的习惯。

整理和放松习惯的培养和坚持有两个好处，一是帮助学生消
除疲劳，保护身体，二是让学生体验到一节课的完整性，逐
渐养成做任何事都有始有终的好习惯。

归还器材的习惯是指在教学结束后可以有目的、有组织地安
排学生收拾器材，归还器材，保养场地、器材设备等，培养
学生爱护场地、器材的习惯。从而让学生养成爱护自己的学
习用品的良好习惯。

总之，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
长期坚持不懈、反复的培养和训练。同时也要为行为习惯的
养成营造一个好的集体氛围，从而对学生行为习惯起到约束
和促进作用。室外体育教学易在学生身体活动中抓住的闪光
点，也很容易发现学生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因此，在教学中，
教师必须针对这些问题，及时进行评价，提出表扬与批评。
通过树立榜样、纪律约束、反复训练、不断提高要求等手段
达到教育目的，从而影响学生的行为。决不能轻意放过一次
机会。同时注意自己的行为习惯，为学生作为表率，做到言
必信，行必果，才能起到潜移默化效果。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篇二

俗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行为习惯一旦养成，
将使她受益终生。就这一养成教育，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制定切实可行的养成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教育活动的灵魂，是对教育结果的期望，是教育
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使目标更科学、更具操作性。我
园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的精神，结合本园幼儿实际，
将养成教育目标划分为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良好的安全意识、活动常规、来园离园等五个方面制定出各



年龄段具体的养成教育目标。

二、将养成教育渗透于日常活动之中

幼儿养成教育要落到实处，必须重视幼儿的日常活动，以日
常活动为载体确保养成教育的养成，达到教学目的。我们的
做法是：

1、与幼儿一道制定合理的行为准则

幼儿刚入园，对于幼儿园的一切都很陌生，特别是对集体需
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更是难以接受和适应，我们就结合具体事
物向幼儿说明幼儿园需要遵守的一些常规，并说明应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洗手的时候告诉幼儿：先卷好袖口，
再打开水龙头，把手打湿，抹上肥皂，搓手心手背，然后冲
洗干净，拧好水龙头，把手擦干。每次洗手时，老师都这样
提醒幼儿，慢慢地，他们就养成了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习
惯。平时，我们注重根据幼儿的行为和幼儿一道讨论制定行
为准则。比如：有一次幼儿正在玩玩具，听到“该吃饭”的
信号时，大家就随手把玩具堆在桌上不管了，老师看见后并
没有强制让他们收拾，因为孩子们都知道玩完玩具要收拾，
但从无拘无束的家庭来到幼儿园，一下从“知道”到“做
到”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时，小朋友闻到香喷喷的饭菜，都
急着想吃，老师有意识地引导小朋友说：哎呀，桌子上这么
多玩具，怎么放得下碗筷呢?该怎么办，我们才能很快地吃上
饭菜?小朋友说：把玩具收拾在玩具柜里。说完，大家纷纷动
手很快就把玩具收拾好了。这时，老师趁势对幼儿讲：这样
多好呀!于是与幼儿一道又一次制定了一条规则：玩完玩具要
及时收拾在玩具柜里。再比如：在看图书前，教师提醒幼儿
应怎样取、怎样收，在看书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老师
就与幼儿讨论，制定图书区制度。在角色区活动时，我们往
往与幼儿一起商量讨论，将自己的考虑通过诱导变成孩子的
想法，使得一些规则要求变成是孩子们制定的。这样，在师
生关系特别融洽的气氛中，孩子感到了教师是可敬可亲的，



更加明白了行为规范，愿意主动地自觉地遵守规则，逐渐
从“知道”到“做到”。

2、设计活动，使幼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对于3―6岁的幼儿来讲，他们的自控力差，知道该怎样去做，
但往往搞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常常出现一些不良行为，或
好的习惯得不到巩固的现象。如果一味单纯的说教是无济于
事的。老师常常要根据班上实际情况，有目的的设计一些活
动，强化幼儿的行为，如：一位老师发现幼儿在进餐活动中
出现了不文明的行为：两腿分开，嘴就着碗吃，满口塞等。
针对这种情况，该老师有意识有目的地设计了活动：《学当
小客人》。教师当经理，请值日生扮演服务员。在“经理”
指导下，首先要求“服务员”认真擦桌子，摆餐具。然后
请“客人”入座就餐，“经理”提出要求：这里是文明室，
客人要文明进餐，餐后评选文明客人。在进餐过程中，“服
务员”巡回检查，最后评选文明客人，并讲出理由。“经
理”为文明客人发小红花。通过此项活动，孩子明确了什么
是文明进餐，并在练习过程中获得奖励，感受到文明进餐的
快乐，便有利于幼儿良好的进餐习惯的。

3、树立榜样，让幼儿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幼儿模仿力强，思维具体形象，情感占优势，为了使幼儿良
好的行为得到巩固，形成习惯，一是通过具体形象的有感染
力的优良思想和优秀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与行为去影响幼儿，如
《做个守信用的孩子》教育幼儿要诚实守信。二是抓住幼儿
日常良好行为做榜样。例如：有的小朋友非常懂礼貌，特别
表现在来园时能热情主动地向教师和小朋友问好。老师便特
意与家长配合，请他星期一来园时稍晚一点，以便幼儿大部
分来园了，好为大家做榜样。事后请小朋友进行讨论，使孩
子真正认识到早晨来园教师和孩子的态度，不是一种形式，
而是一种情感。三是用老师良好的言行去感染幼儿。在幼儿
心目中老师的一言一行他们都乐于模仿，都是学习的榜样。



老师的言语、态度、思维、习惯都容易转化为幼儿的行动，
所以要求幼儿做到的，老师首先要做好，老师的思想素质、
道德行为、敬业精神等都是幼儿学习的榜样。

4、创设情景，为幼儿提供有意重复和练习的机会。

幼儿期可塑性大，学习的波动性也很大，往往一些好的养成
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更不是一、二次活动就可
以巩固的。因此，行为行惯教育需要长期坚持，不断为幼儿
创设重复与练习的机会，方能生效。为此，我们要求各班为
幼儿创设“小小理发店”、“宝宝商店”、“儿童医
院”、“建筑小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区角，让幼儿随时都
有机会在活动区角参加活动，使他们在与同伴的相互交往中
逐渐巩固礼貌用语，学会热情地接待客人;行为行惯主动有条
理地收拾玩具、爱惜游戏材料等良好的养成教育;形成关心帮
助他人，主动为他人服务等一些优良的品德行为。这样，幼
儿的良好行为经过多次重复，自然而然的、习以为常的养成
教育。

三、家园配合，形成家园教育一致性

幼儿园教育固然重要，但是离开家长的配合是不行的。因为
现在幼儿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是“小公主”、“小皇帝”，
很多家长对孩子娇生惯养，只注重孩子的智力发展，而轻视
其良好的养成教育培养，为了使孩子的养成教育不流于形式，
克服幼儿在幼儿园习惯好，回家又是老样子的问题，我园首
先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向家长宣传养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其次，各班建立了家园联系栏、
家长园地，每周布置养成教育的要求，并向家长宣传“养成
教育”教育的教育方法。再次，各班定期举行家长开放日，
邀请家长来园观看孩子的活动，了解孩子在活动中表现出来
的一些养成教育，以便及时地配合教育。

总之，我们采取了口头交流、书面交流、参与活动等形式，



掌握家教特点，发挥家教优势，取得家长信任。幼儿养成教
育既要高度重视，又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才能取得较好的效
果，使幼儿受益终身。

附各段幼儿日常行为规范内容：

小班小朋友行为规范

(一)课间：

1、在老师提示下，进门不拥挤，听到信号能进教室。

2、会上厕所，需要时会主动请成人帮忙。

3、不把手指和不干净的东西放在嘴里。

4、在成人的提示下，会用手帕擦鼻涕。

5、在成人的提示下，知道保护嗓子，不大声叫喊。

6、知道爱护公物，用两手轻搬轻放椅子。

7、乐意到户外进行活动和游戏。

8、在成人的提示下，会正确洗手，会用自己的毛巾擦手。

(二)游戏：

1、喜欢参加游戏活动，能遵守游戏规则。

2、不独占玩具，玩玩具时，能做到轻拿轻放。

3、在老师的帮助下，能把玩具、图书等放回原处。

(三)餐点：



1、洗手时不玩水，在成人的提示下，不拥挤，有秩序地洗。

2、手洗干净后，不乱摸其他物品，两手合拢。

3、吃点心时，能一手拿点心，一手拿杯子，在成人的提示下，
能同时吃完点心和水，能将杯子放好，用毛巾擦嘴。

(四)午间：

1、在成人的提示下能安静地活动和游戏。

2、不影响别人、招惹别人，不大声叫喊和奔跑。

(五)午睡：

1、在成人的提示下，睡前上厕所，入室安静。

2、在成人的帮助下，能按次序脱衣服、鞋子、睡姿正确。

3、能安静入睡，不惹人，不玩东西，醒后不影响人。

中班小朋友行为规范

(一)课间：

1、进出门不拥挤，听到信号能进教室。

2、会自理大小便，会自己喝水，会正确洗手。

3、自由结合同伴，自选易拿易放的玩具，玩后放回原处。

4、不玩活动量过大的游戏，在户外玩运动器具时，注意安全。

5、知道保护嗓子，不大声叫喊。



(二)游戏：

1、角色游戏时，会商量角色，能在老师的帮助下解决游戏中
的问题。

2、遵守游戏规则，互相谦让，爱护公物，不拖拉桌椅，用两
手轻拿椅子，不扰乱别人，注意安全。

3、游戏结束时，在老师的协助下能有条理地归收玩具，排好
椅子。

(三)餐点：

1、餐前用肥皂洗手，不浪费水，相互谦让，有秩序地洗。

2、手洗干净后，不乱摸其他物品，两手合拢，准备用餐点。

3、吃点心时，能一手拿点心，一手拿杯子，能同时吃完点心
和水，能将杯子放好，用毛巾擦嘴。

4、学会用筷子吃饭，能保持桌面和地面的干净。

5、吃饭时，不大声说笑，学会一口饭一口菜地吃饭，吃完自
己的一份饭菜，并收拾好残渣，按规定放好碗筷，会装半杯
水漱口，用小毛巾擦干净嘴和手。

(四)午间：

1、自由结合做安静的游戏及散步。

2、不惹人，不大声叫喊和奔跑。

(五)午睡：

1、睡前自觉上厕所，入室安静。



2、衣帽等物品放在规定的地方，有次序地穿脱衣服、鞋子、
会系鞋带。

3、能迅速入睡，醒后不影响他人，保持安静。

4、起床后，在老师的指导帮助下，能整理床铺，学折被子，
并放在指定地方。

大班小朋友行为规范

(一)课间：

1、进出门不拥挤，听到信号后迅速进教室，准备上课。

2、会正确迅速地洗手，不乱扔纸屑，不随地吐痰。

3、自由结合同伴，自选易拿易放的玩具，玩后能整齐地放回
原处。

4、不玩游戏量过大的游戏，在户外玩运动器具时，注意安全。

(二)游戏：

1、角色游戏时，自己想象主题，商量、分配角色，会自行解
决游戏中的问题。

2、遵守游戏规则，互相谦让，爱护公物，不拖拉桌椅，用两
手拿、转椅子，不打扰他人，注意安全。

3、游戏结束时，能有条理地归收好玩具，排好椅子。

(三)餐点：

1、餐前用肥皂洗手，手洗干净后，不乱摸其他物品。



2、能同时吃玩点心和水，并能将杯子归放好，用毛巾擦嘴，
能保持桌面、地面整洁。

3、能安静用餐，不乱扔残渣，饭后收拾干净，按规定归放好
碗筷，做到三干净(碗里、桌面、地面)，回自觉用半杯水漱
口，用小毛巾擦干净嘴和手。

(四)午间：

1、自由结伴做安静的游戏及散步。

2、不大声叫喊和奔跑。

(五)午睡：

1、睡前自觉上厕所，入室安静。

2、能安静入寝，迅速地穿脱衣服、鞋子、能分清左右。

3、能整理床铺，折好被子，并放在指定地方。

4、醒后和起床时能保持寝室安静。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篇三

一、 指导思想：

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指导思想,
以“让我们的童年充实、快乐,拥有智慧”为目标,以“立志、
努力、进步、成功”为班训,努力创建“团结、快乐、和谐、
奋进”的班风和“愉快学习、共同进步”的学风。

二、 班级概况：

我班现有学生23人，其中女生12人，男生11人。已进入六年



级第二学期，有一部分同学已经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学
习有兴趣，态度认真，作业干净认真，课堂思维活跃，稳步
发展，成为班级的先锋，也成为老师和家长放心的学生。

三、 工作目标：

1、 学习落实新《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争做
一名优秀的小学毕业生。

2、 结合“加强未成年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精神，
培养学生“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律、自主”的道德
风范。力争成为低年级同学的榜样。

3、 继续抓好日常行为教育，根据我班特点，积极开展评优
争优活动，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4、 大力开展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体验教育活动，丰富学生的
学习生活和审美情趣。

5、 要抓好纪律关键在教育好潜能生。针对已有的潜能生，
积极取得家庭的配合，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利用多种手段及
方法使他们逐步改掉已经有的坏习惯。

四、 具体措施：

1、 行为规范方面,正确指导行为规范教育使学生明白什么事
该做，什么事是不该做的。配合大队部进行出勤、礼仪、卫
生、课间活动的评比。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远离危险。

2、 对班级有些学生进行家访，针对每个人的个性，根据学
生的表现及时进行教育。

4、 在卫生方面，合理安排劳动岗位，建立值日生制度。

5、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1)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心理问题信息，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心理
障碍。

(2)经常性通过板报、讲座、谈心等形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3) 结合“潜能生”的帮教转化工作，把心理健康教育
与“潜能生”转化工作有机结合。

五、把握谈心的尺度：

作为父亲，我知道，孩子需要鼓励，需要信心。我常常在不
经意的时候，发现我的小女儿会因为我的一句赞美鼓励而表
现出兴高采烈的欢呼。相比较一下，每个学生都是家中的宝，
他们需要爱，需要激励，需要赞美，我不会吝啬自己的赞美
声，于是我慷慨的把赞美送给每一位学生，哪怕他是班里学
习最差的。当然，事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我不
是一味的赞美和包容，有时也会严厉的批评，这就是把握谈
心的尺度了。特别是对严重犯错的学生，要让他知道自己的
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并鼓励他们下决心改正，给他们信心。

希望能在本学期中，让孩子们在这肥沃的土壤里开出绚丽的
花朵。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篇四

一、指导思想：

本学期重要以教学质量为核心，以未来社会对少年儿童要求
为教育目的。以邓小平三个代表为根据，培育小学生良好的
行动习惯。

二、教育内容与要求：

(一)、德育教育



开展德育科学研讨是培育跨进纪人才的需要，因为21世纪是
科技的时期，更是人才竞争的时期，今天在校学习的学生将
要不进入二十一世纪，成为我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他
们的思想品德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竞争中的
成败。为此，我要求学生必需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每位学生要遵照学校规则，对人有礼貌。见到老师问
声“好”!见到同窗问声“早”。

二是同窗之间要和睦相处，互相团结、互相辅助。

三是爱校、爱家。爱班级体，每位学生要从小养成爱护公共
财物，爱校的一草一木。

(二)、良好的班风教育

精良的班风可以对学生个体发生“文熏幽兰人自香”的强化
效应，良好的班风不是自愿发生的，它需要教育者在较长时
间内，早大量艰苦过细的工作，有意识地进行培育。

根据我班的学生情况，我制定以下的班风工作。

1、培育良好的班干部的好习惯，班干部要以身作则。

2、优化教室环境的培育，优化教室环境是培育，形成文明班
风的一个重要手腕。

3、抓住突破口，以一点作为工作的开始或重点，然后以点带
面逐步带领学生形成良好的班风习惯，如本学期抓住学习造
诣不服输的必定能提高的精力耐烦辅导学生，认真学习，刻
苦努力的风尚在该班逐渐形成了。

4、建立榜样，对于榜样的作风，有个教育家曾经说过“教育
的力量只能来自人的个性的活源泉，只有个性起作用，才干



培育人的个性”人的思想品德是个性的核心，给学生建立榜
样，就是施展个性思想品德给源泉的作用，培育学生具有社
会也强。因此，在培育学生建立榜样时，让学生爱憎分明，
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三)、卫生教育养成

1、要求学生从小讲求卫生的好习惯,值日生要作好当天的值
日职责。

2、早上到校时，要自觉地消除卫生，不随意丢纸屑和果皮。
以及小吃食品袋等。

3、教室每天要坚持清洁，桌椅要摆放整齐，窗、门要檫。

4、个人卫生要自理，洗澡、换衣服，指甲长要自剪。

5、人人都要遵照，要坚持卫生区和教室内外的清洁。

三、体育文娱活动：

1、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本学期最重要是抓好学生的
队列训练，以每天早操及课外活动的时间来训练，要求每次
训练必需每位学生都要参加。

2、要积极组织学生各项有意的活动，讲故事、朗诵等竞赛。

组织学生在活动时还要进行娱乐的活动。

4、升国旗、奏国歌时，肃立、脱帽，少先队员要行队礼。

5、在下午第三节活动可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活动。

(四)、养成遵照的好习惯



1、遵照公共秩序，不打闹、不喧哗、不骂人。

2、遵照交通规则，来回靠右行走，不要在追赶。不要在楼梯
口和走廊玩耍。

3、爱护公共财物，不触摸、不乱涂画。

(五)、实行方法办法

1、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精确引导学生地、积极地参
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是”与“非”。

五、实行的方法：

1、教师培育学生有良好的习惯的方法，同时教师要严格要求
自己，认真备课。把握好每节课。

2、严格束缚自己，规范训练。

3、教师对不良行动的学生要即时改正。

4、领导学生学习《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动规范》，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规定自己的打算。

5、组织学生认真执行本班所规定的规章。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篇五

继续以《小学养成教育管理实施细则》及区教育局《20xx年下
半年》为指导思想，以少年儿童生理和心理阶段的新的划分
所提示的特征和规律为理论依据，积极的探索小学阶段好习
惯养成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通过采取各种形式的有效
的教育途径和方法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凸现个性，
培养一代新人。



通过加强学生日常行为训练，重点使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文
明、演讲、写字计算三种习惯，同时也使学生在作业、卫生、
记日记、预习、听课等方面有较大改观，完善各种养成教育
制度、措施及评价手段，以此建立我校养成教育的长效机制。

1、规范材料的'归档

听课篇、卫生、健康篇、日记篇、成果篇进行归档。

2、推广区教育局倡导的三个好习惯

按照养成教育分层次、有重点地工作思路，在扎实做好

已推广好习惯基础上，本学期重点推广“文明习惯、计算习
惯、演讲习惯”。

1、文明习惯

“文明”是学校、是教师、是学生精神面貌的最好体现，因
此我

校以此为契机抓好“文明校园”建设，形成从校领导做起，
从教师做起，从学生做起，人人以文明为荣，人人争做文明
先锋的良好氛围。

(1)建立切实可行的评价机制

(2)以礼貌待人、出入走廊纪律为突破口抓文明习惯

(3)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促进文明形成

(4)开展文明教师、文明班级、文明少年评选活动

2、计算习惯



(1)开展数学课前一分钟口算训练活动

(2)开展形式多样口算能力竞赛促进计算习惯的养成

(3)采取措施加大计算训练的强度

(4)每月以班级为单位评选计算小能手。。

3、演讲习惯

(1)开展语文课前一分钟训练活动

(2)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促进演讲习惯的养成

(3)分年级或分年段确立演讲形式和内容

(4)将精彩的学生演讲材料装订成册

(5)多元评价学生在演讲习惯上的成果。

3、继续巩固上学期的重点好习惯的成果，特别是写字、读记
及作业习惯。本学期将重点以写字习惯为突破口，逐步形成
学校的写字特色;此外，通过举行首届读书节闭幕式，让学生
再一次感受读书给全体师生带来的快乐;通过规范预习、积累、
日记等作业本，进一步巩固作业习惯的养成。

4、完善和改进成长档案，促进学校多元评价的形成。

将养成教育评价与成长档案相结合，使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
养成良好的习惯，同时，也通过多元的评价，让学生感受到
成长的快乐。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篇六

一、指导思想：



小学生，特别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刚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在
行为习惯上存在很大的可 塑性，许多好习惯都尚未养成，他
们就像一张白纸，等待着教育者在上面勾勒出丰富的内容。
所以一年级是学生各种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只有在良好
的行为习惯 的保证下，学生才能学会认知、学会合作、学会
做一个合格的小学生，最终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们必
须靠家长和老师的引导来认知世界。我坚持从实践出发的 原
则，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小学生守则》等作为确
立养成教育内容的主要依据。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初步归纳
出了适合一年级学生特点需要的10种道德 行为习惯，像爱国、
守纪、待人、劳动、爱护公物、关心集体、助人、勤俭、刻
苦奋发、团结友爱等，以及良好的心理品质，诸如诚实、虚
心、正直、宽容、自尊、 自爱、自信、自强等，这些都是道
德教育范围以内的，也是小学生力所能及的。

二、活动开展目的意义：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 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
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品格；播种一个品格，收获一
个命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真接影响到学生的一生，为此，
我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组织开展良好行为习惯养成主题教育
系列活动，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学生的健康成
长铺平道路。

三、活动内容：

1、热爱祖国，关心时事，收听收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

2、自觉参加学校的升旗仪式，尊敬国旗、国徽，唱国歌声音
洪亮。

3、热爱班集体，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爱护公物，热心为集
体服务。



4、同学之间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5、尊敬师长，有礼貌。见老师能主动问好；对家长称
呼“您”；不顶撞老师和家长；

6、使用文明用语：“谢谢”、“对不起”、“你好”等已成
学生口头语、

7、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不骂街，不打逗，不欺负弱小。

8、遵守公共秩序，遵守交通法规，走人行横道，不乱穿马路。

四、教育计划：

(一)学习习惯：

1、课前要尽量早点进教室，摆放好学习用品，静静的坐在座
位上等待上课。离开教室整理好桌面。

2、课堂上积极表现，大胆表达出自己对问题的想法，是一种
很好的学习习惯。经常参加集体活动，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开
朗、更乐观，还可以交往更多的新朋友。

(二) 充分利用班队会及晨会的时间学习《一日常规》，《小
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并在日常学习的过
程中让学生知道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使学生养
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在班级内设立“小小监督岗”，
专门负责监督检查学生的日常行为，并在班会时间进行一周
总结，通过监督岗的汇报，评出“最 佳拇指奖”“文明礼仪
之星”等，对表现不够好的学生，及时进行点拨，指导，加
强教育。

(三)合理利用升旗仪式，重大节日，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举行一些有意义的主题班队会，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培



养其爱国主义情感，同时，让学生在各种活动和劳动中学会
合作，学会生活。

(四)充分发挥各项活动中的教育阵地的作用，增强学生的荣
誉感，使学生心中有他人，有集体。

总之，一年级是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他关系到学
生今后的成长，关系到学生在做人、求知的过程中，由他律
向自律的过渡，更关系到我们今后为社会输送的劳动者的基
本素质。

小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计划篇七

一、指导思想：

小学生，特别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刚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在
行为习惯上存在很大的可塑性，许多好习惯都尚未养成，他
们就像一张白纸，等待着教育者在上面勾勒出丰富的内容。
所以一年级是学生各种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只有在良好
的行为习惯的保证下，学生才能学会认知、学会合作、学会
做一个合格的小学生，最终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们必
须靠家长和老师的引导来认知世界。我坚持从实践出发的原
则，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小学生守则》等作为确
立养成教育内容的主要依据。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初步归纳
出了适合一年级学生特点需要的10种道德行为习惯，像爱国、
守纪、待人、劳动、爱护公物、关心集体、助人、勤俭、刻
苦奋发、团结友爱等，以及良好的心理品质，诸如诚实、虚
心、正直、宽容、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等，这些都是道
德教育范围以内的，也是小学生力所能及的。

二、活动开展目的意义：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
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品格；播种一个品格，收获一



个命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真接影响到学生的一生，为此，
我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组织开展良好行为习惯养成主题教育
系列活动，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学生的健康成
长铺平道路。

三、活动内容：

1、热爱祖国，关心时事，收听收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

2、自觉参加学校的升旗仪式，尊敬国旗、国徽，唱国歌声音
洪亮。

3、热爱班集体，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爱护公物，热心为集
体服务。

4、同学之间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5、尊敬师长，有礼貌。见老师能主动问好；对家长称
呼“您”；不顶撞老师和家长；

6、使用文明用语：“谢谢”、“对不起”、“你好”等已成
学生口头语、

7、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不骂街，不打逗，不欺负弱小。

8、遵守公共秩序，遵守交通法规，走人行横道，不乱穿马路。

四、教育计划：

(一)学习习惯：

1、课前要尽量早点进教室，摆放好学习用品，静静的坐在座
位上等待上课。离开教室整理好桌面。

2、课堂上积极表现，大胆表达出自己对问题的想法，是一种



很好的学习习惯。经常参加集体活动，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开
朗、更乐观，还可以交往更多的新朋友。

(二)充分利用班队会及晨会的时间学习《一日常规》，《小
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并在日常学习的过
程中让学生知道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使学生养
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在班级内设立“小小监督岗”，
专门负责监督检查学生的日常行为，并在班会时间进行一周
总结，通过监督岗的汇报，评出“最佳拇指奖”“文明礼仪
之星”等，对表现不够好的学生，及时进行点拨，指导，加
强教育。

(三)合理利用升旗仪式，重大节日，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举行一些有意义的主题班队会，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培
养其爱国主义情感，同时，让学生在各种活动和劳动中学会
合作，学会生活。

(四)充分发挥各项活动中的教育阵地的作用，增强学生的荣
誉感，使学生心中有他人，有集体。

总之，一年级是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他关系到学
生今后的成长，关系到学生在做人、求知的过程中，由他律
向自律的过渡，更关系到我们今后为社会输送的劳动者的基
本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