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如何加强中职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探究 

丰南职教中心 王晓全 

摘要：有人曾问诺贝尔奖获得者：“你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

里学到了你认为是最主要的东西呢？”出乎意料，这位学者回答：“是

在幼儿园。”“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呢？”学者回答：“把自己的东西

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

要洗手；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学习要多思考；要仔

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一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把他事业的成功归功于幼儿园老师对他培养的良好行为习

惯。可见良好的行为习惯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

成的，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使人受益终生。作为一名职业学校的教

师，如何规范中职生的行为习惯，是摆在每一名中职教育工作者面前

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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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

习惯。”习惯的养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旦养成了坏习惯，就会使

一个人受害终生；相反，良好的习惯会使一个人受益终身。在中职教

育中，在教会学生掌握一定职业技能的同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加强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不断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显

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中职学生日常行为问题表现  

中职生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成长阶段，也正处于良好行为习



 

 

惯和意志品质养成的关键时期，但由于受到网吧、媒体、影视等开放

性的外部环境等的影响，这些在中考中失利而被淘汰的中职生不能很

好的约束自己的言行。大多数中职生在家中又是独生子女，家长的溺

爱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他们不良行为习惯的形成。具体表现在：在

学校组织纪律涣散，言行放肆，我行我素。在学校不能很好的遵守校

规校纪，随心所欲，经常迟到、旷课、不参加集会；在教室无拘无束

的闲聊，自习课打上喧哗；在宿舍熄灯后高声谈笑，有的甚至抽烟、

喝酒、打架斗殴，破坏公物等。造成这些方面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根

本性的原因是大多数中职生在中小学期间养成教育缺失。成才先成人，

加强中职生的养成教育是关系着国泰民安的大事。 

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实质  

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他可以主宰人的一

生，因此，人从幼年就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英国小说

家萨克雷有一句名言：“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

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我认为，养成教育就是以思想教

育为基础，以日常行为习惯训练为契人点，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全面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最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它虽然不是教育的

全部，但在中职教育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包含道德品质和行为

习惯的养成两个方面的内容。养成教育就是人的道德品质这一内在品

质和行为习惯这一外在表象的统一。  

三、养成教育的实施  

1、教师本身的示范作用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尤为重要 



 

 

自古中国的教育就讲究“言传身教”，现代的师范教育也强调“学

高为师，行正为范”。 在养成教育的过程中，榜样的力量更是不容忽

视的。班级是一个整体，它的维护依靠大家的力量，老师也是班级的

一员，老师说到了也做到了，那么我们呢？俗语讲“有样学样”，很多

行为就是学了之后成为习惯的。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做到为人

师表，言行一致，成为学生的表率，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自己

应自己首先做到，在养成教育中，教师应成为学生最直观、最重要、

最活生生的典范。 

2、重视赏识激励的作用，引导学生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只

有当受教育者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内在的力量，根据社会的需要

和自己个人的需要，主动地调适、充实和丰富自己时，才是教育的最

大成功。中职学生一般处在十五六岁至十七八岁，正值青春期或青年

初期，在教育学上被称为“心理断乳期”。这一时期是人的心理、情绪

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也是产生心理困惑、心理冲突最多的一个阶段。

作为教师通过赏识激励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因，挖掘自身潜能，

形成积极主动的心理，促进学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陈冀婉是我

所带 10 商务 3班的一名学生，平时行为习惯懒散，上课时趴着是她课

堂一景。一次晨读时，我发现原本懒散的她嘴唇竟让有虚伪的蠕动，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时机。我及时的表扬了她，并让全班同学给予她热

烈的掌声，单纯的一件小事，却在她的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动，在以

后的日子里，我总能见缝插针的表扬她，从内心激发她的潜能，渐渐



 

 

的，她不在懒散，上课认真听讲，宿舍内踏实做内务，讲究文明礼貌，

在学校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中，她表演的小品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

好评。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展示自己的舞台，尤其是我们的学生。 

3、强化规范，常抓不懈，促使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经常化。 

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因此，对学生进

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应该首先从学生的认知出发。让学生首先明确什

么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要加强对《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

守则》及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学习，要结合中职学生的实际。从学

会学习、学会做人、讲究文明、注重仪表、注重卫生、注意安全等方

面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中生行为规范和一日常规，让学生明确做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如何去做。在学生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按照循

序渐进的原则，对养成教育常抓不懈，既不能大刀阔斧，又不能快刀

斩乱麻。在日常教育中，要有耐心，看到学生逐步成长的动态过程，

同时加强监督。注意学生日常行为表现的反复性．对好的行为及时发

现。及时表扬，及早批评、制止或纠正不良的行为习惯，注重信息反

馈，促使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经常化。  

我现在所带的 12 商务 1 班有一名男孩子，平常行为及其懒散，

面对这样一个本质不错但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孩子，我采取了强化

规范，常抓不懈的方式，每天不厌其烦的纠正他的站立行走，坐姿，

督促他做操的动作，虽然它仍然还在犯错，但至少他知道当你的眼神

射向他时，他有意识的去纠正自己的行为。 

3．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配合，创造良好的行为养成环境。  



 

 

中职学生正值青春期或青年初期，他们心理渐趋成熟，追求人格

独立，在人生目标、价值追求、处事原则和态度等方面已经有了自己

的观点和思维。虽然在思想和生活上对家庭既有一定的依赖性，又强

烈地希望能够摆脱家长的束缚，独立、自由地学习生活，而有些家长

则往往不理解孩子们的这种心理变化、需求，或者只注重孩子的成绩，

只要成绩好，要什么给什么，无形中助长了学生以自我为中心，追求

时髦，不懂关心他人，缺乏感恩意识，自理能力差的众多不良行为习

惯。有的家长则认为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对自己的孩子已经失去了信

心，因此学习和生活漠不关心，孩子在校念与不念漠不关心，无形中

使学生有了被遗弃的感觉，自我放纵，我行我素，对自己、家庭和社

会丧失了责任感。因此，作为中职教育者，要加强与家长的联系与沟

通，经常性地通过电话与家长探讨交流，让家长理解学校教育的各项

措施和对学生的要求．帮助家长转变观念，全力配合好学校搞好子女

的教育工作。  

对中职生而言，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其以后的职业生涯有着重

要的意义，这就要求中职教育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用我们

的爱心，从一点一滴抓起。让教育不断贴近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一次

次地有所感悟、有所成长．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长期的坚持，为学

生明天的发展进行良好行为习惯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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