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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

说，就是培养习惯。”低年级学生，尤其是刚入学

的一年级学生，对小学的课堂常规不明确，常常

出现课前玩耍、课中慌乱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

班主任老师进行有效的课前习惯的培养和引

导。笔者觉得，作为低年级的班主任，可以结合

低年级学生的特点，从四个方面入手，积极引导

学生养成课前准备的良好习惯。

一、学看课程表，做到有的放矢
低年级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没有具体学

科的概念，因此，引导低年级学生学会看课程表

就是非常有效的课前准备方法。

1. 小组合作识课程表。班主任可以借助晨

读或者班会课时间，引导学生认识课程表排练的

顺序和学科名称。笔者在开展认识课程表的引

导中，较多地采用了 4 人小组合作的方法，每个

小组分配不同的学科，从课程表中找出这个学科

对应的星期和节次，并制作归纳小表格：学科+星

期+节次。这个活动既有效地帮助孩子认识和理

清课程表的排列，同时也能加深小组成员、班级

同学之间的了解。

2. 游戏活动促认知。在学生对课程表有初

步认识的基础上，班主任可以应用多媒体设备，

让孩子做一次“小小排课员”，让孩子上台演示排

课，将相应课程放进正确的星期节次中。如果时

间允许，上台演示的同学可以多一些。

3. 动手绘制显个性。为了手工绘制课程表

的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班主任可以发给孩子同

等大小的卡纸，卡纸上统一打印空心字体的课程

表。孩子们就可以在课程表上进行个性鲜明的

描摹和图画的添加，然后统一贴在抽屉中，便于

孩子观看和课前准备。

二、区域划分，归类书本学具
低年级学生入学后，对于课前准备还是比较

陌生的，每堂课的书本放置常常杂乱无章。此

时，班主任就要用心地引导孩子一步步去操作，

在每日常规中潜移默化。

1.课桌分区取好名。班主任利用班会课，开

展一节“给课桌分区取名”的活动，用多媒体示意

图，给课桌分区域，介绍每个区域的功能。如可

以让学生给课桌设置“仓库区”“完成区”“操作

台”“文具仓”等相关区域。这一活动的目的就是

为了培养孩子整理和归类的习惯。

2.学科书本做准备。课桌区域划分好后，班

主任需要引导学生认识每门学科的相应书本和

课前准备时必备的书本。同时，要引导学生对书

包中的书本进行同样的归类放置，坚持“大本在

下，小本放上，写字本单独放一格”的原则。这样

操作既能让孩子快速找到书本，又让孩子养成整

理的好习惯。

3. 实践游戏比效率。班主任可以借用课前

五分钟或者放学前的整理课，进行班级整理归类

训练。比如：比一比哪一小组整理书包又快又

好；课前班主任指导全体学生做课前准备，查看

谁做得最标准等，以游戏的方式进行强化训练，

寓教于乐进行巩固强化。

三、端正坐姿，调整上课状态
低年级学生对于课堂的纪律不明确，班主任

把课前端正坐姿、调节心态列入到课前准备习惯

养成，会大大提高课堂的效率。

1.教师引导打基础。刚开始训练时，班主任

务必要提前五分钟进课堂，提醒孩子如何准备，

并逐个调整孩子们的坐姿，同时要及时表扬班级

中表现好的孩子，引领班级其他同学效仿。

2. 游戏互动促巩固。坐姿的训练和课前状

态的调整是一个枯燥又长期的训练，需要班主任

发挥智慧，利用游戏互动等方式调动孩子的积极

性。笔者在班级中时常是这样操作：一是“坐姿

挑战”，与孩子一同定时练习坐姿，比一比谁坚持

到最后，坐姿端正的给予表扬和奖励。

四、奖励机制，常规习惯渐养成
低年级孩子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么如

何让孩子对课前准备这一常规行为继续保持着

兴趣，并逐渐养成习惯呢？这时候，班主任就要

建立有效的行为习惯奖励制度。

1. 课前表扬变动力。每次上课，我会提前

五分钟进课堂，表扬课前准备做得好的学生和

小组，给予积分奖励。一天都做得好的小组，

还可以排在放学队伍的最前面，做“领头雁群”

等。

2. 图片展示获荣誉。我会时常在课前拍下

学生们做好课前准备端正坐好等老师的样子，并

且把这些图片整理好，放在班会课上展示或是发

到班级微信群，形成家校联动，合理促进学生习

惯的养成教育。

总之，课前准备习惯的养成是低年级学生有

效进行课堂学习的前提，同时也是一项枯燥又长

期的任务，需要我们班主任在日常教学中发挥智

慧，让每个孩子既收获了好习惯，又获得了成就

感。

“四轮驱动”让课前准备习惯成自然
——浅谈低年级学生课前准备习惯养成的方法

莲都区中山小学 孙巧莉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领导者

及劳动者的健康状态也提出了全新的定义，不仅

要求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更要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健康的心理。而小学生正处于心理发展及性

格养成的关键时期，做好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不仅对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意义，而

且对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及接班人有着重要作用。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

教学实践，就农村小学生，特别是高段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浅谈点粗浅的看法：

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具有重要

的战略性意义。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良好的心理素质既是一个人全面素质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学生成长发展的载体。

据统计，87%的学生学习有困难，主要原因不是

智商与学习能力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心理处于不

健康的状态。

其次，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节、自我认

识、自我突破的同时，也对自身进行了心理健康方

面的教育，促进了自身心理健康成长，形成了良性

循环，有助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好地开展。

再次，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有益于学

生的心理健康，它的新观念、新手段还将有助于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及任务

我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目标有二：发

展性目标和防治性目标。尝试发展学生的个性，

发挥学生的潜能，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与此同

时，还要预防学生的心理障碍，矫正学生的心理

偏差。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任务，就是要面向全体学

生，围绕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开展针对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使得学生的

个性及潜能得以健康发展，预防学生的心理障

碍，矫正他们的心理偏差，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

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怎样实施好农村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要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帮助其掌握一定的

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和技能。

作为农村小学，不可能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

教师，那么就需要由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来“兼

职”，因此，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是必不可少

的。我们学校就此项任务，开展了围绕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校本培训，帮助老师们了解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学习了小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关爱“留守儿童”，建立家校联络室。

农村学校的学生，大多存在由祖辈带、学习

习惯差、心理健康上缺少人关怀等现象，让我们

感受到了这些留守孩子对父母呵护的强烈需

求。因此，我们也建议广大爱心人士能够抽出时

间，给留守儿童多些精神上的鼓励和心理上的开

导。

提升沟通的灵活指数。

老竹民族学校实施“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

教育理念，鼓励教师创造适宜的沟通环境，设计

多种沟通方式，展开多元换位思考，如：校园散步

形式、网络交流形式、电话短信形式，或者是作业

训练式，都大大地降低了学生的紧张度，提升了

交流的和谐度。

建立学校家庭社区三维心理教育网络

我校曾利用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开设过多场

心理讲座，讲述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特点，指导

广大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及方法。此

外，我们还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引导

学生发挥聪明才智，发展想象力、创造力，塑造学

生良好的心理品质，提高心理素质。

总之，关注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当前素质

教育的助推器，应当充分融入到每一天的日常教

学中去。老师们还要多研究探索小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实践活动，引导家长多配合多努力，给

农村小学生一个阳光健康的心理，让孩子们快乐

地学习，美好地生活，使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良好

的心理素质。

把爱心当启蒙的雨露 以心换心健心理
莲都区老竹民族学校 陈晓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