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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案例分析

F 九年级分到班上，性格平和，能够与同学和睦相处，积极

参加班级各项活动，课堂上思维活跃，回答问题踊跃，成绩也一

直处于中等偏上。可是在七八年级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她有一

个出了名的不良学习习惯———课后作业经常不做，星期一就借

口肚子疼旷课。只要过了星期一，F 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坐到

教室里。为了转变感化她，需要追根寻源。
（1）找出病因，对症下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F 不做作业的

不良习惯，通过家访，发现她家的房屋仍是老式楼房且没有装

修。一次无意中，和 F 的爷爷说起装修的事，她爷爷说，几次孩

子爸爸回来要装修，不巧的是孩子肚子疼得厉害，只好送孩子就

医，工地又追得紧，就耽搁了。孩子到了医院也没查出什么原因，

每次挂几天水就好了。这下终于找到了病因———孩子的病是心

病。聪明的 F 知道爸爸装修房子就是为了找个后妈，F 害怕失去

爸爸的爱，害怕与后妈相处，所以关键时刻，肚子疼就理所当然

了。回到学校，悄悄找到 F，首先充分肯定她的用心良苦，饱受折

磨（要忍受医院的各种检查和治疗），赢得她的共鸣。然后再假

如是我，还会怎样做更好———真爱、无私、宽容、换位思考。古今

中外、引经据典，名人格言、旁征博引，感动得 F 泪流满面，说自

己再也不这样做了，再也不耍小聪明了。
（2）确立目标，共同奋斗。根据 F 不做家庭作业的次数，除

了极少由于装修房子不得不“生病”外，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自制

力弱，自我要求低引起的。趁热打铁，和她一起制定了学习目

标。“前十名”F 毫不犹豫地说。问她怎样达到，F 一口气说了一

大堆能够实现的理由。我说：“好，让我们共同努力！”从那以后，

每天吃午饭，我都坐到 F 的身边，边吃边聊，聊学习，聊生活。在

体育课上，F 偶尔会与我比一比 50 米赛跑或俯卧撑，不管输赢，

我也憋足劲，全力以赴。每次大考小考前，都与她一起进行错题

回顾，变式训练，举一反三。
（3）多管齐下，以诚感化。对 F 这样的学生仅靠一个教师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方位强化管理。于是，我坦诚地与她

爸爸、爷爷谈了几次，核心问题是给孩子安全感。他爸爸明确表

态，在 F 不接受别人前，绝不找别的女人，绝不装修房子。寒暑

假，都把 F 接到工地的城市去。爷爷正确把握爱的尺度，宽严相

济，宠爱而不溺爱。其他任课老师更有耐心，及时发现和表扬她

的闪光点，予以激励，使其有成就感，并转化成前进的动力，从而

逐渐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那以后，F 再也没有“病”过，再也

没有不做作业。在刚刚过去的中考里，天资聪颖、课堂效率高，

加上课后的勤奋踏实的 F 一举进入班级前六名，出乎许多老师

和同学的意外。
二、有益启示

前几天 F 找到我，说房子已经装修了，要请老师吃她爸爸

和妈妈的喜酒。面对 F 的转变，高兴之余，还得到了以下启示。
（1）转变不良学习习惯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问题学生”

的思想、心理、行为习惯已造成偏差定式，要转变并非件易事，况

且其转变也是反反复复的。为此，教师在转变不良学习习惯的

过程中，要充满信心，咬定青山不放松。更重要的是，教师改变

后进生的前提是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制力。只有让

学生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一切向

好的方向转变才是情理之中的事。
（2）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形成合力。不良学

习习惯的出现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对他们的转化必须得到家长支持和配合。在家庭环境中，父母

对子女的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环境和心理气氛，许多良好的个

性品格和行为习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并成为孩

子品德教育中的不可抗拒的感化力量。溺爱、迁就、无条件地满

足学生的各种要求，或者动辄打骂等不正确教育方法极易使学

生产生不良行为。学校要努力通过各种平台提高家长、监护人

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技巧。只有拉近家庭与学校的距离，密切家

庭与学校的关系，提高家长的综合素质，才能形成德育的合力，

对农村孩子不良行为的矫正，也才会更有成效。
（3）爱心是教育的前提和灵魂。作为学校教育，应高度注重

具有“不良行为”学生个性发展，充分发挥其自身特长，善于发现

学生的闪光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引导其自觉主动地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找学生谈话时，不要一味地责怪学生，要

设身处地为学生想一想，分析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只有“将心

比心”地分析问题，学生才容易接受。谈话的态度要平和，语言

要委婉，教师的一切出发点都是爱。
三、结束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转变后进生是一个以心换心的过程，

也是一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只要充满信心、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就能做好德育工作，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就能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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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有助于学生掌握所学的知识，提高学习效率，也是学生终身学习的基础。文章重点阐述了

家庭教育环境与初中生不良学习习惯的关系，并且对诱发学生不良学习习惯的家庭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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