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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教育需要从小开始，在家庭中如此，学

校教育也当然如此。因此，对小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时，

家长应该培养孩子的家庭教育，树立良好的家庭规则，让

自己的孩子在家里面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孩子的身

心健康发展，有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很多家长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孩子的

行为习惯养成不太注重，在他们眼里，孩子的德育教育培

养应该是学校的责任、老师的责任，跟父母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很多父母就会将对孩子的德育教育交给学校，自己则

不那么重视。对于孩子来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如果能够对孩子进行良好的德育教育，那对孩子的教

育将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小学低年级学生阶段，孩

子会模仿父母，当孩子看到父母做什么，在一定程度上都

会有一定的模仿效应，家长的行为动作会直接或者间接的

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养成。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响应家长对孩子进行德育教育，号召学校老师甚至全

社会，来积极引导父母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共同促进小

学低年级学段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

对于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小学生来说，自己应该树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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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卫生健康习惯，家长和老师要对学生进行定期的教育，

当然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应该积极地鼓励学生自己进行

定期的修剪头发，早晚洗脸刷牙的习惯，进行定期的洗澡和

清洗衣物。而且在公共卫生方面，如教室或者宿舍的打扫上

面，老师应该鼓励学生积极配合，树立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把自己的卫生习惯建立成良好的、健康的，所谓的卫生习惯，

促进小学生的身体健康成长。

对于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小学生来说，拥有良好的饮食

习惯，也就拥有了健康身体的一半，小学生在校的饮食习惯

方面，主要希望小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营养的健康、

合理搭配，吃饭时荤素搭配，不挑食、不偏食，在合理的时

间段吃饭，不吃过量零食，学校和家长都积极督促学生养成

健康的饮食习惯，在吃饭时，也应该营造良好的就餐环境，

培养学生健康的饮食习惯。

对小学低年级阶段教育过程中，应该积极鼓励学生进

行劳动活动，让学生通过劳动来提高自己的行动能力，让学

生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动手和动脑能力相结合，有效地提

高学生的力量训练，也能促进孩子头脑的发育。家长应该主

动积极地培养孩子养成劳动的习惯，让孩子体会农民的辛苦

以及粮食的来之不易，让孩子学会珍惜，并且还能培养孩子

的劳动习惯，让自己的孩子习惯吃苦耐劳。

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阶段，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培养

学生的体育能力，通过对小学生持久的体育培养，有利于小

学生体质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解放学生的天性，让学生拥

有健康开朗的性格。在家里时，家长也应该要有体育习惯养

成的观念，鼓励孩子参加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培养孩子的

体育运动习惯，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的作用

家庭教育是小学低年级阶段学生的一个重要的成长环

节，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父母在家庭中的教育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及行为习惯的养成。父母对孩子进

行积极有益的行为习惯培养，能够促进孩子的行为习惯的有

效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

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应该从多方面思考，从各个方面培

养小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工作，也就是从小学生的生活习惯

和学习习惯两方面来重点培养，促进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对于小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老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

的学习注意力，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当老师引导学生

进行学习时，到了一定的程度学生就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

趣，这样有利于学生专注力和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而帮助学

生充分掌握学习的相关知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家长在学

生的学习过程中，不应该随意打断，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也不要随意发出杂音等，这些行为都不利于孩子专注力的

培养。

在小学学习的过程中就注重培养高效学习习惯，有利

于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学习者，在一般学习过程中，学生能

够根据老师的授课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但大部分学生的

自控力不是很好，所以在实施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所以，

老师和家长应该及时督促学生实施自己的计划，进行高效的

学习。

独立思考，就是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自己去探

索新的事物，来解决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主动去学习，培

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应该主动配

合自己的孩子进行独立思考，让孩子在自己的思考下进行学

习，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

通过家庭教育来有效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是一个高

效的培养方法，家长不应该过分溺爱自己的孩子，家长通过

良好的行为生活习惯，以身作则，加强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培

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对于家长来说应该充分了解

自己的孩子，当孩子产生问题时，有效地和孩子进行沟通，

构建一个和睦的家庭环境，让孩子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促

进家长和自己孩子情感的交流，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

在小学生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过程中，他们不能够很

好地控制自己，贪玩是他们的天性，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所

以家长应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监督他们，这样不

仅有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锻炼孩子的

意志力。家长也应该合理地利用资源，对孩子奖罚分明，对

他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事物应该进行积极的奖励，做了

什么坏事就应该惩罚，这样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控力，提高

孩子的能力。

在对孩子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时，应该听取孩子的一

些意见，做到对孩子的一些基本尊重，平等相处，同时也应

该换位思考，这样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对孩子的培养也

就更加容易。

综上所述，小学低年级阶段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

必不可少的，家庭培养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不可或缺

的。家长应该积极引导自己的孩子进行生活习惯、学习习惯

的培养，不断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促进孩子的身心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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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GDP越低、经济越不发达地区的高校总体偏高。

②教育部为主管部门的高校学生体测合格率和优良率

比浙江省和浙江省教育厅为主管部门的高校总体偏高。

③办学层次为专科的高职院校学生体测合格率比办学

层次为本科院校等学生总体偏高。

④学校类型为政法类院校的高校学生体测合格率和优

良率比其他学校类型高校总体偏高。

⑤办学类型为大学的高校学生体测合格率和优良率比

其他办学类型高校总体偏高。

⑥ 2019年浙江省高校学生体测合格率比 2016、2017、

2018年份高校总体偏高。

⑦影响浙江省高校大学生体测合格率最显著影响因素

为各市 GDP水平，各市 GDP在 5%水平下与大学生体测合

格率正相关，各高校大学体测合格率随着各市 GDP上升而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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