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不良品行成因及其矫正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2021_2022__E5_B0_8F_

E5_AD_A6_E7_94_9F_E4_c38_452690.htm 学生不良品行是指

学生中那些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言行。由于学校、社会、

家庭等诸方面的原因，使部分学生品行不端，行为不良。表

现为有的自卑、脆弱、消极、待人接物态度冷漠，不喜欢与

同学交往；有的过分活跃，自我克制力差，不把周围的人放

在眼里，易冲动，偏激，常常违反纪律，惹是生非；有的缺

乏理想，对学习不感兴趣，自我意识淡薄，随意缺课逃学；

有的举止不文明，打架骂人，出口成脏，随扔垃圾；更有甚

者上学不到校，放学不归家，与社会上的游手好闲之徒混在

一起⋯⋯学生这些不良品行是在某种客观条件的影响下，通

过学生自己一定的心理活动形成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

因素，认真分析研究小学生不良品行的成因及对策，是学校

德育工作和班主任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当今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需要。 一.农村小学不良品行的成因 1.社会环境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原来条件相对落后，消息相

对闭塞的农村来说，也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三室两厅的房

屋遍布乡镇，农民急于脱贫，金钱观念愈来愈重，认为只要

有钱，其余的什么也不在乎，于是，置国家法律不顾，投机

取巧。再有相当部分的青年人因为急于求成，加之本来就有

些游手好闲，爱吃喝玩乐，就不择手段的在背地里干起赌、

骗、偷、抢等事。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当今小学生行为习

惯的养成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 2.家庭环境的影响目前，农

村生活水平大多也在温饱线上，许多父母盼望着孩子将来能



考上大学，过上“幸福”的日子，因此他们早早地为孩子准

备钱而四处奔波。或外出打工，或经商赚钱，把孩子寄养在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亲戚朋友家，认为孩子有

饭吃，有衣穿，每天到学校，没病没痛，身体健康，在一天

天长高就算家长尽到了义务，完全忽视对孩子品行的培养。

部分农村学生家长文化素质差，说话粗鲁，满口脏话，言行

不一，认为教育学生是学校的事，对孩子不问不管，使家庭

教育留有缺口。有部分学生家长教育方法欠妥，当孩子出现

问题时，不是打，就是骂，简单粗暴，一切都怪孩子，长期

下来，孩子失去信心，并且产生逆反心理，结果破罐子破摔

，不思进取，恶性循环。还有不少独生子女家庭，家长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对子女无原则的溺爱、袒护，认为孩

子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余时间孩子就该好好地玩，至

于孩子玩什么从不过问，品行怎么样也不管，放任自流，结

果孩子养成我行我素的不良品行。有的因父母离异，家庭破

灭，或成了单亲家庭，或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或成了不是

亲身父亲或母亲的家庭，父母对孩子要么管得少要么不敢管

要么没父母管...... 3.学校教育的不足尽管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

育，但农村小学部分领导，仍然观念陈旧，思想老化，口口

声声喊素质教育，但搞的仍然是应试教育，仍以学生考试分

数奖惩师生，没有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成天“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忙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再加之有些教

师也有过错。如：有的教师言行随便：消极的、不文明的言

论、行为影响了学生；有的教师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认为

学生品行好坏与关紧要，只要学生分数考得高，领导就认为

我这个老师教得好，就是合格的老师；有的教师教育学生简



单粗暴，动不动就是批评训斥，让学生写检讨、保证，甚至

以处罚代替教育，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使学生失去学

习信心。 4.学生自身因素有的学生因智力欠佳，头脑反映迟

钝，学习成绩、活动能力都比不上别的同学，因此，对自己

失去信心，认为自己反正不是好学生，干脆就不听老师讲课

，不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甚至上学不到校，放学不归家，

进游戏厅、录象厅、网吧.....游街串巷，哪儿热闹哪儿去。 总

之，由于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有部分学生行

为不端，品行不良。 二.矫正小学生不良品行的策略 形成小

学生不良品行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我们的教育策略

也应该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社会、学校、家庭，要形成合

力，优化教育环境。这里仅就学校教育转化后进生谈点我的

看法和做法。 1.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要转化后进生，

教师首先要摸清后进生的健康、思想、智力、家庭、学习基

础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处处关照后

进生。 2.家长、学校紧密联系，共同纠正学生的不良品行。 

学校组织召开学生家长会，宣传教育法律法规、国家的改革

开放政策，使家长认清形势，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交流

先进的教育方法，让家长老师交换学生情况，互相配合，更

好的了解学生，进一步优化教育方式方法，共同帮助学生不

断进步。 3.主动和后进生交朋友。 教师要放下架子，深入到

学生当中去，主动亲近学生，与学生一起开展必要的课间活

动，想法解除学生心中的困惑，让学生信任老师，与老师讲

心里话，听老师的话，从思想深处接受老师的帮助。 4.引导

学生明确学习目的。 利用各科教学活动，适时为学生讲述祖

国的飞跃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让学生明白将来社会需要



什么样的人才，到那时该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帮助学生

明确学习目的，鼓足学习信心与勇气。 5.尊重人格，积极疏

导，增强自尊心。后进生与优生一样具有自尊心，但他们由

于易被冷落，因而这方面特别敏感。他们渴望教师的理解和

尊重，如果教师指责过多，就会使他们产生自卑和逆反心理

。因此，要尊重后进生的人格，让他们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

力量，感到自己有价值，形成自尊自爱的心理品质，从而增

强后进生的自尊心。 6.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班主任对后进

生要解决一个情感问题。利用情感引导他们形成科学的世界

观和人生观，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行。在教育过程中，班主任

的目光中要饱含深情，态度中要蕴涵希望，表情中要充满关

爱，交谈中要洋溢真诚，形成爱的氛围，促其转化。 7.利用

活动，寓教于乐。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是转化后进生的

有效途径。后进生文化基础差，学习很吃力，有时难免产生

厌学情绪，但他们也有各自的兴趣和爱好，尤其对课外活动

都有较高的热情，而且喜欢在活动中表现自己。针对这些特

点，经常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他们的个性

特长和兴趣爱好得到充分施展，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

老师乘机抓住他们的闪光点，及时给予鼓励，激起他们的成

就感，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和群体意识。 8.集体帮

带，榜样示范。 后进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生活在一个具

体的班级之中。加强班集体建设和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去感

化帮助后进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我的做法第一是培养建

设好班集体：切实做到三有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有强烈的集

体荣誉感，有正确的集体舆论和良好的班风。这样就能激发

每个学生努力向上。第二是发挥班干部和榜样的力量。在班



上开展“一帮一”“结对子”的竞赛活动。在这样的班级气

氛中，后进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

的锻炼，促使后进生丢掉不良品行。 9.坚持德育量化，营造

良好氛围。 组织学生反复学习学校制订的切实可行的学生德

育量化考核方案，讨论奖分和扣分具体办法，尤其是对学生

课前预习、听课表现、作业质量、课后复习、平时纪律、好

人好事、学习成绩等纳入考核范围，及时奖分和扣分。号召

学生互相监督，既监督同学也监督老师坚持秉公执行，形成

良好的集体氛围。老师必须与每学月德育分扣了10分以上的

学生家长取得联系，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当然老师不是

向家长告状，而是以诚恳的态度指出学生的优点和不足，要

求家长看到孩子的优点，对孩子不粗暴，耐心了解孩子想法

，协助老师进一步了解学生德育扣分的原因，一起帮助孩子

改正缺点。）让家长与老师一起教育孩子健康成长，树立信

心，端正态度，明确目的，让学生逐渐学会学习、学会做事

、学会做人。成为老师、家长、同学喜欢的好孩子。 总之，

要矫正学生的不良品行，就要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教育合

力，不断的优化教育环境，更新教育手段，适时对学生进行

思想教育，并且持之以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