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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良行为的矫正策略

摘要：小学生身心发展不稳定,易受复杂环境的影响出现诸多的适应不良，随之形成各种心理

困惑与矛盾冲突，产生不良行为问题。 学校、家庭、社会要加强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规范行

为习惯，帮助其形成优良的品质和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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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行为指与人们公认并且遵守的社会规范

相对立的不道德、不规范的行为。 小学生身心发展

不稳定，自觉性、独立性、自制力、坚持性、责任感等

相对较差，易受复杂环境的影响，部分学生可能出

现诸多的适应不良，随之形成各种心理困惑与矛盾

冲突，产生不良行为问题。 如果家庭、学校、社会不

加以正确的引导，很容易使其心理不平衡、性格偏

异，产生不良的结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

“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

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

的能力”。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指出，要“帮助学生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集体、

新的学习生活与感受学习知识的乐趣； 乐与老师、

同学交往，在谦让、友善的交往中体验友情。培养集

体意识，在班级活动中，善于与更多的同学交往，健

全开朗、合群、乐学、自立的健康人格，培养自主自

动参与活动的能力”。 小学阶段是儿童发展的基础

性阶段，是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 学校、家庭、社

会要加强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规范行为习

惯，帮助其形成优良的品质和健全的人格。

一、制度规范，评价引领，让学生行为有
规可循

矫正不良行为，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良好

行为。这就要求学校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学生行为。

如学校制定出高、中、低段《良好习惯规范要求》《一

日常规》《体卫制度》《礼仪常规》《文明班级考评条

例》《三好生、优秀少先队员评选条例》等。强化红领

巾监督岗，开展人人争当好少年、班班争夺文明班

的活动，做到定期评选，进行榜样教育。加强班级管

理，严格要求。制定出《课堂常规》《生活常规》《活动

常规》《个人卫生检查制度》《学生纪律考评制度》

等，并使朝会、班队会教育系列化，加强学生良好习

惯的培养教育。由此，树立良好的舆论导向，促进良

好班风形成。

矫正不良行为，还要善于通过评价引领，让学

生在体验矫正不良行为的成功中形成正能量。为了

激励学生坚持矫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养成良好行为

习惯，预防和克服消极的思想行为，学校根据《小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考评细则》《文明级班级考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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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校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目标要求，对学生进

行“三五十”系列考评活动，“三”即每学期一次的三

好学生、三贤少年、行为好少年“三好”评比活动；

“五”即每学期五次的文明班级评比活动；“十”即每

学年十次“好行为争章达标”评比活动。采取自评与

他评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过程性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评价。 教师把各方面的评价进行整合，强化学生

的优点、优势，淡化不足。形成激励性的教育训练机

制。 要让学生人人拥有良好行为习惯，养成成功的

希望和愉悦，使学生人人处在爱护、转化鼓励和有

希望、有成功的良好氛围中，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矫

正不良行为、养成良好习惯的自觉性、积极性，全面

和谐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二、专题活动，环境优化，为学生营造知
行统一的良好氛围

首先，开展专题活动，能调动学生良好习惯养

成的主体性、自觉性、积极性、和谐性。 通过学校集

中教育、班队教育、专题教育、活动教育、广播校刊

宣传等多种途径，让学生对矫正不良行为、养成良

好习惯的内容要求，有感性认识，在头脑中强化“凡

事想一想”“三思而行”，做到“事前思（后果），事中

思（方法），事后思（要求）”，从而产生道德行为意

向、动机，强化良好习惯养成的常规意识。通过大队

活动、班队课，精心设计矫正不良行为、培养良好习

惯的主题性活动、趣味性活动、实践性活动、艺术性

活动、节日性活动等。 让学生在矫正不良行为习惯

主题明确，思想性强，有时代感和针对性，符合小学

生的身心特征，利于形成良好习惯培养的各种学校

活动、班级活动、社会活动和少先队活动中，消除不

健康心理，从根本上调动矫正不良行为的自觉性、

积极性，培养良好习惯。

其次，要充分发挥隐性教育的力量，优化环境，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矫正不良行为。一是美化校园

环境。学校种植花草树木，保持整洁的校园环境。优

美的环境促使学生卫生习惯的养成，爱美的天性促

进他们与不讲卫生的习惯作斗争。通过建立环境保

护制度，进行规范化训练和宣传，并加强监督力度，

促进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二是优化校园文化环

境。 我们为学生构筑了一块块欢乐的文化小天地，

合唱、管乐、体操、棋类、园林、舞蹈、美术书画等多

彩的社团活动，使校园文化活动活跃在校园各个角

落， 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吸引

力，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激发了他们的美感，良好的

行为习惯在感受美、鉴赏美、表达美和创造美中自

然养成。 学校橱窗内开辟有“改正不良行为培养良

好习惯”专题板报，教学楼内悬挂有名人画像、学生

书画作品，教室内的黑板报上有“我的好行为”专栏

等，更具特色的是每天中午、下午放学时，学校播放

的特色放学曲———在旋律优美的萨克斯曲中插入

充满人文关怀的提示语，让学生在享受美的旋律的

同时接受教育， 学生每天都沐浴在这温馨的氛围

中，情感、态度、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

染，良好行为习惯得到了有效培养。 三是优化好人

际环境。 我们首先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从思

想品格、审美情感、兴趣爱好、应具的风度和言谈举

止、教育方式等方面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用自身的榜样成为学生矫正不良行为的楷模。其次

强调处理好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

的人际交往关系，克服交往中欠文明、心理闭塞、语

言障碍等不足。 加强教育、疏导、说理、训练、监督，

使之形成一个和谐团结、 奋发向上的优秀群体，促

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三、心理辅导、学科渗透，强化教育疏
导，有针对性地矫正不良行为

开展心理辅导，能增强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的心

理适应能力。 一是开设心理健康训练课。 各班每天

利用学校统一安排时间开展 “十分钟心理健康训

练”小课，每月开展一堂心理健康训练课。对学生进

行行为、人际交往、环境适应、正当竞争、忍耐挫折、

自理自律等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主动适应各种变

化，增强适应能力，矫正不良行为，促进学生良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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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养成。 二是进行个别心理健康辅导。 矫正学生不

良行为、养成良好习惯的适应能力存在个体差别，

小学生的不良行为也各不相同。针对个别学生由于

各种原因造成的不良行为以及情绪障碍、个性心理

障碍、社会认识障碍等心理失衡现象，运用矫治技

术，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予以适当的启发和诱引，

使其达到心理健康和矫正不良行为的目的。

加强学科渗透，根据各学科特点，从实际出发，

灵活及时、有针对性地把矫正学生不良行为的观

点、感情、态度、品质等传授给学生，有效把培养良

好习惯的因素渗透到学生学习、劳动、生活等实践

的各方面。 如通过道德与法治、生活生命与安全等

学科，向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品德教育，着重培养

学生的道德情感，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

能力，以指导他们矫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养成良好

习惯；语文学科，结合有关课文内容，侧重对学生养

成良好行为习惯情感方面的辅导；数学学科，侧重

对学生进行思维习惯方面的训练；体育学科，培养

学生主动锻炼的习惯，有效地增进他们的健康、体

质，全面提高自身的体能和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音乐学科，围绕有关习惯培养内容的歌曲，

通过教唱歌曲、艺术舞蹈、节目表演、器乐演奏等进

行渗透教育，在思想情感、艺术熏陶中加强良好习

惯培养。

四、多方协同，整合力量，为学生构建多
维行为矫正资源网

一是加强班级组建设，协同校内力量，齐心协

力抓“行为”。 班级在矫正不良行为，培养良好习惯

中具有重要组织作用，班主任是维系班级组织的重

要纽带。学校在现有的年级组、学科组的基础上，提

出了“班级组”建设的目标要求。班级组即由任教同

一个班级不同的学科教师组成的集合体，它的领导

是班主任。 加强班级组建设，构建以班主任为责任

人的学科教师共同配合的育人共同体，重在形成合

力，加强沟通，内容一致，目标一致，收到整体育人

效果。矫正学生不良行为，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班

级组成员还要做到三知：一是知道班级的现状与近

期目标； 二是知道共同教育矫正不良行为的内容、

方法与策略等；三是知道自身在班级建设、管理中

的分量与作用，这样就有利于齐抓共管。这样，学校

从内部管理着手，狠抓“班级组”建设，无论你是领

导还是老师，无论你是班主任还是非班主任，无论

你是大学科老师还是小学科老师，无论你是一线老

师还是后勤管理人员，全体教职工拧成一股绳，齐

心协力抓习惯养成。

二是家校社协同，全方位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这就要求学校一方面要指导家庭教育。在与家庭教

育的配合上，我们定期召开家长座谈会、联系会，教

师做好家访工作。 通过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开办

“家长学校”“父母广播学校”，组织家长学家庭教育

的知识，要求家长正确认识家教与矫正孩子不良行

为的目的意义，明确父母的职责和权利义务，指导

家长以身作则，为孩子良好习惯培养创建良好的家

庭育人环境。 家长与学校、教师密切配合，统一要

求，统一教育内容，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更加和

谐协调。 家长积极支持配合学校工作，并及时根据

孩子的表现，调整家庭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 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教育优势。 我们采用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联合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

会、少年宫、部队、派出所、关工委、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密切合作，协调一致，形成合力。联合开展“法制

报告会”、办法治专刊、举行“模拟法庭”，从法治观

念上教育学生矫正不良行为。请老干部、老红军、劳

模、英雄讲革命故事，进行榜样教育。 组织学生到

“窗口”行业了解各类职业人员的良好职业道德，让

学生明白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使人受益终身。我们到

部队开展“军营生活一日”活动，对学生进行规范的

良好行为习惯训练，壮大了社会教育力量。 利用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组

织学生观赏祖国大好河山、文物古迹，教育学生爱

国首先从爱护公共财物的好行为开始，把良好习惯

的培养融入浓浓的爱国情感之中。

（作者单位：乐山市县街小学，四川，乐山 6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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