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习惯养成教育”教案

汽修部 庞远艳

活动目标

通过各个事例和同学们周边的事情，讲述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

性。

活动重点

让学生亲身感受自己行为习惯的偏差，激励自己及时改正不良习

惯。

活动准备

故事收集、班级卫生糟糕图片、21天好习惯挑战表格。

活动过程

一、导入

事例 1. 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通

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语大多是用英语书写。

但其中的一些文明礼貌的标语，如“不准随地吐痰”、“禁止吸烟”、

“不准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有

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

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 不知大家

是否记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

口香糖残迹，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竟有 60万块口香糖残渣，

有的地方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上，竟有 9块口香糖污迹，密密麻麻的

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严形成了强烈反差。



事例 2. 在日本，有一家食品公司要招聘一位卫生检测员，一位

衣冠楚楚、气度不凡的年轻人自信地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他优雅的

谈吐，扎实的专业知识赢得了总经理的好感，没想到就在年轻人转身

离去的时候，他下意识抠了一下鼻孔，这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并没有逃

过总经理的眼睛，结果可想而知，一个没有良好卫生习惯的人怎么能

够做卫生检测员呢？

二、讨论

现在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行为习惯呢？

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例如，在我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和谐

的纸屑，教室里、校园内食品袋、方便面盒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同学

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和清洁工打扫，扔了又何妨；再例如有的同

学在教学楼走廊上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以为常；还有部分同学

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

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

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文明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

一个人的思想品质。

现在，请同学们自己静下心来想想，你们的行为习惯是否良好了

呢？再请几个同学分别说说班级的不良行为习惯。这里有学生指出卫

生状况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形成一定的卫生良好意识。

比如：日常的维护与保持（新举措）。

1.垃圾桶由最后一排两位学生监督同学们放置垃圾。如有不当行



为公告于前面的小黑板。

2.垃圾袋满了由负责收拾垃圾的同学及时清理，最少早晚各一次。

3.垃圾桶盖子早晚要擦洗一次。

4.日间卫生小整顿午休预备铃响后，每个同学把自己座位周边的

地方清理好。确保地面的整洁。

5.放学后，每个同学也做好自己周边的卫生。并摆放好桌椅。只

有卫生的加强才能让我们有良好的环境，这也是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

一部分。

事实上，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保证我们顺利学习的前提，也是树

立健康人格的基础。在学校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学就可能目无纪

律，不讲卫生，扰乱班级的学习环境。相反，如果我们养成了文明的

行为习惯，学习环境就一定是良好的、有序的。我们知道：一个学校

的学生具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才能构建出优良的学习环境，创设

出优良的学习气氛。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

懂文明、有礼貌的谦谦君子，然后才是成才，不能做一部单纯掌握知

识技能的机器，而要成为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文明就是我们素质

的前沿，拥有文明，那我们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行

为习惯的表现优异，也能在学风建设中反映出来。学风建设是一个长

期的事情，要经常抓，抓经常。从平时的学生管理中我们都注意到：

我们的不少学生存在着自觉学习能力差、学习目的不明确、靠惯性学

习、围绕考试学习、有逃课和抄袭作业的现象，课余时间利用率差等

等。针对这种种行为,你有什么好建议去改善这些情况呢?



三、建议

请同学们讲讲怎样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给大学提一些建议

呢？

四、实践

确定十人进行挑战，具体填写好挑战的好习惯项目，招募督促

人。

五、总结：观念改变习惯，习惯积淀素养。生活处处是细节，细

节点点积素养，素养默默铸文明。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近，习相远。”为结尾，说明人本来性情很相近，但由于行为习惯的

偏差个性等都变化相差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