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 文明礼仪
养成教育的演讲词文明礼仪演讲稿(实

用8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
怎么写演讲稿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
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一

大家好！

我们小学生要着装得体，符合学生身份，体现出新世纪学生
篷勃向上的风采，因为仪表、仪容、仪态可以让人一看便知
道你的修养。

升旗仪式，最为庄严。这凝聚了文明与热血的国旗，在礼仪
的包围中更显得鲜艳。此时此刻，国旗下的我们要严肃认真、
精神饱满、高唱国歌，不负于“礼仪之邦”这个美誉。

课堂礼仪对老师的教学影响很大，它直接关系着一个班的荣
誉与凝聚力，体现这个班的班风班貌。校园礼仪就更重要了，
下课后的休息时间，不随地吐痰、乱扔纸屑、不拿粉笔头玩、
上下楼梯一律右行、见老师和客人要用普通话主动问好。我
们还应该爱护花草树木和一切设施，不穿越绿化带，爱护清
洁卫生，服从老师管理和接受值周学生的批评劝阻。受到老
师的帮助，应主动诚恳地说谢谢。

同学之间也离不开礼仪，它就像润滑油，使粗糙的磨擦消迹，



如果有矛盾，多进行自我反省。互相理解、宽容待人。培养
较强的协作精神，这样使班级更团结、友谊更深厚。

在3月这个文明礼貌月，全中国都弥漫着文明礼貌的芳香。而
这些芳香正来自于各种花朵，你，便是他们中的一份子，相
信自己，我们一定能行。我们将挑起传承礼仪的使命，无负
于未来，无负于这教育我们的美丽校园。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二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了这样一句话：“播下一个行
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
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说
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习惯。”“德
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智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体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锻炼身体的习惯。”可见，抓
好养成教育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小而言之，对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大而言之，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从教二十年来，我始终坚持让学生“学做人第一”。因为，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小学至初中阶段是形成性格的最关
键时期。在此阶段，不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让学
生好好学做人的道理，那就是他们学到的课本知识再多，他
们的脑瓜再聪明，也很可能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因某种原因
而前功尽弃，或走上社会成为一个“半废人”。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据报道，今年的2月27日晚，大足县双塔中学发生
一幕惨剧：该校初一（四）班学生李力（化名），连续两个
通宵上网未回家。父亲来到学校与班主任老师一起对其教育，
李父让其下跪认错。不想李力竟当众跑出老师办公室，从3楼
跳下自杀，抢救无效死亡。试想，如果李力有良好的行为习
惯，会“连续两个通宵上网未回家”吗？如果懂得做人的道



理，会有这样过激的行为出现吗？更有使国人难堪甚至伤心
的事情：有些外国旅游景点竟然赫然用中文标示：请不要随
地吐痰！别人对我们如此“厚待”，作为泱泱大国的国民，
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吧？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该认识到
“养成教育”是何其重要啊！

那么，在实施“养成教育”的过程中，都有哪些事情值得注
意呢？这里，就我个人的经验谈谈点滴看法。

实施“养成教育”，首重针对性，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针
对地方实际，针对学生日常的行为习惯。所以，作为教育者，
一定要留意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以期选择最好的教育手段，
“对症下药”。例如，当我发现班里有一男生连续好几天心
神不定，总不断吐唾液，就立即警觉起来，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没事。真的没事吗？不可能，好端端的，吐什么唾液！
我跟其家长取得了联系。家长说近几天总发现卫生间有烟蒂。
这很可能就是“吐唾液”的原因了。我马上找了好多“吸烟
危害健康”的资料，在班里搞了个小展览后，又搞了个讨论
会。这次活动后，全班同学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吸烟的危害性，
“吐唾液”的同学也马上跟我“私了”来了。他说，近来跟
了几个社会上的人，他们老叫他抽烟，从现在起再也不跟他
们来往了，也不抽烟了。果然，没过多久，这学生就不
再“吐唾液”了。

有些学生具有“两面性”，有的是“在家是个好孩子，在校
是个顽皮生”，有的则相反。所以，我们不能单凭学生的在
校表现就作出判断。有的学生的“两面性”还不是表现在家
校的区别，而是表现在“表里不一”。学生虽然大都比较单
纯，不善于掩藏，但个别学生还是可能因为成长过程、生活
环境的某种特殊性而致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的行为表现不
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类学生还要通过老师的关爱、沟
通，或日记交流等等措施去作全面了解。曾带过这样一个学
生：她是班长，各方面都很优秀。有一阵子，她上课时偶尔
目光游离，还有时发呆。我跟她谈心，她总说“真的没事，



请老师放心”。家长说家里一切正常，孩子回家也跟往常一
样做家务和功课，就是近来有一男生常打电话来，孩子每次
听电话都有些不耐烦。凭我的感觉，这学生是有什么说不出
的事了。于是，我在她的周记里写上这么一句话：“你还没
把我当朋友吗？”周记发下去后，她马上就又交上来了，只
见里面写着：“老师，我真服你了——我可什么都没流露出
来啊。是的，我近来心里很复杂，因为我碰到一件说不出来
的事啊！我就在周记里跟你说，好吗？”“心门”就要开
了——在过后通过几次周记交流中，她终于把心掏出来了。
原来，隔壁班有一男生向她“求爱”了，说如果她不答应就
不读书了。她不可能答应，又担心那男生真的因此荒废了学
业，又不敢告诉别人，怕伤了对方的自尊心，所以不知如何
是好。找到了“病因”，我就放心了。后来，在我的帮助下，
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重于言传”，这是好多老
师都懂的至理名言。可“懂”不等于就能做得好。试想，如
果一个老师对“有礼”的学生“疼爱有加”，对“没礼”的
学生爱理不理；或站在讲台边抽烟边教育学生抽烟如何不好；
或边讲粗话边怪学生不文明，那后果会是怎么样呢？细心的
老师不难发现，板书“龙飞凤舞”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写
字大都是潦草的；板书“煞有介事”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
写字大都是端正的。

由于学生的年龄特点使然，我们在对其实施“养成教育”的
过程中，切忌形式单调，特别是一味的说教，更会让学
生“昏昏欲睡”。所以，我们必须针对实际情况，采取形式
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措施。例如，在发现班里不少学生对
家长的苦心或苦衷不理解，在家乱使性子后，我着手组织了
一个“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主题队会，把了解到的案例都编
进小品、相声、短剧等等节目中去。家长也都请来参加了这
次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家长是百感交集，学生是愧疚不已。
当演到一个问题小品——《这裤子该不该买》时，节目的原
型人物泣不成声，当场向母亲认错。再如，在一次春游活动



中，有一个平时总喜欢捣蛋的学生“开小差”，自个儿到另
一个地方活动，惹得大家人心惶惶，四处寻找。找到后，该
学生虽然觉得过意不去，但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针对
这一情况，在随后的一次语文考试中，我专门为此写了一篇
《找到小熊了》的童话，要求学生完成阅读作业后写出读后
感。文章讲的是：在去参加森林运动会的途中，小熊由于好
奇心强，四处乱窜，最后迷了路。整个熊队伍为了找小熊而
错过了比赛机会，熊妈妈还因误中猎人兽夹而受了重伤。该
生在完成这道题时，因想起数学老师为了找他而摔破手臂、
鲜血沾满衣裳的情景，后悔不已，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读后
感，此后，表现好多了。

由于我在学生的“养成教育”上花了不少的心血，所以他们
的综合素质也相对较高，无论是在求学的过程，还是学成之
后走上社会，已具备的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品质都让他们
获益匪浅，成功的几率当然也相当高。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谆谆告诫全体
教育者：“小学不但要培养小学生，而且同时培养小先生。
这样的小学才算是现代前进的小学。如果只教小孩读死书而
不肯教人，那么，它只是一个小小书呆子或一个小小守知奴
的制造厂。”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小先生”也是要求我们要
重视“养成教育”，让学生学到做人的道理吧。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三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七彩童音广播站又
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张博鑫，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
的是《小学生安全常识》，希望大家要严格遵守《小学生守
则》，听从老师的教育和父母的正确教导，时刻注意安全。

一、在校安全：

1、过楼道要轻声慢步，禁止大声喧哗、跑动。



2、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应多做自我批评，不准吵骂、打架。

3、课间活动要注意安全，严禁相互推搡、打闹;不得坐在走
廊栏杆上，不得在楼梯扶手上滑行;上下楼梯靠右行，不要拥
挤。

4、在校不吃零食或其它“三无”食品。

5、注意室内安全，不乱动教室的电器。

6、严格执行请假制度，有事要向老师请假，批准后方可离校。

7、不得携带可能危害到他人安全的物品到校。

二、路上安全：

1、遵守交通规则，靠右边行走，过马路左右看，未满12岁不
得骑自行车。

2、按时上学，路途较远的同学上、放学要结伴同行。

3、上学或回家途中发生意外情况必须马上和老师或家长联系。

4、放学后立即回家，不在路上长时间逗留、活动，中途不得
去游戏厅、网吧等不良场所。

5、遇到坏人要大声求救，机智周旋，记住坏人特征，及时报
警。

三、在家安全：

1、注意用电、用煤气安全，掌握相关的安全常识。

2、未经家长或学校许可不得私自游泳。



3、不私自组织野游、野炊等活动。

4、不参与吸烟、酗酒、赌博、打架、偷盗等违纪违法活动。

5、不进电子游戏室等不适宜小学生涉足的娱乐场所。

6、不看宣凶杀、迷信的坏书刊或录像影碟。

7、不旷课，因事或因病不能到校者，必须与老师联系。希望
大家时刻注意安全，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生活!时间过
得真快呀，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老师们，同学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四

大家好!

我是初二(17)班的___，今天就让我为你们讲讲我们中学生的
日常行为规范。

俗话说的好：自古以来，人才至上，人品至本，欲成大事，
要拘小节，只有在实际生活中积小善，才能成大德。哲学家
威廉·詹姆斯说：“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
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人生。”如果
把良好的行为习惯看成是一种精神储蓄的话，那么人在其整
个一生中都在享受着行为习惯所产生的利息。

有这样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苏联宇航员加林，乘坐“东
方”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遨游了108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当时几十个宇航员在培训，为什么加林
能脱颖而出呢?原来，在确定人选前一个星期，主设计师罗廖
夫发现，在进入飞船参观前，只有加林一个人把鞋脱下来，
只穿袜子进入座舱。就是这个细节，一下子赢得了罗廖夫的
好感，感动了他。罗廖夫说：“我只有把飞船交给一个如此



爱惜它的人，我才放心。”所以加林的成功，得益于他良好
的习惯。有人开玩笑说：成功从脱鞋开始。实际上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好的习惯能够给人带来更多成功的机会，坏的习
惯往往使你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向失败。

走在着整洁美丽的校园，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也许你并不
在意自己偶然说出的一句脏话，也许你不留心踩在脚下的花
草，也许你已经习惯自己旁若无人的喧叫……可是，这时你
已经成为美好校园环境的破坏者。学校是一个育人的摇篮，
是一方纯净的沃土，校园的文明直接折射出社会的文明，而
每个同学的言行举止也正反映出一个人的文明素养程度。然
而，在校园中出现的一些不文明不道德现象值得我们重新进
行思考。

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不是由文
字或者口号。”好习惯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体现出
来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希望大家能从
现在做起，从学习、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细节做起，比如：
穿着朴素，发型大方整洁;不使用手机、mp3，不进入营业性网
吧、茶厅、歌厅，外出不坐三无车辆。骑自行车进出校门，
要下车推行，按照指定位置停放并上锁;不在校外摊点吃东
西;在食堂就餐时，安静就餐，不大声说话;打喷嚏或咳嗽时
要用手捂住嘴巴;见到老师轻声问候“老师好。”进出教室、
办公室轻轻推门，随手关门;上下楼梯轻上缓下，靠右行走;
排队集会静齐快，列队整齐有精神;能弯腰捡起你能捡的垃圾。
自觉爱护公共设施;课间不在走廊上、教室里追逐打闹。许许
多多的细节，不胜枚举。

正因如此，为了进一步规范言谈举止，提升思想境界，培养
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适应终身发展的需要，成为有大家
之气、大家风范的精英学生，为将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幸福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玉海实验中学的一份子，我
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校园大家庭的主人翁，每个人每天都要在
这个家呆上8个小时，为了让我们的家更加文明整洁，为了让



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舒畅，我们应按照《中学生日常行为准
则》《中学生行为规范细则》来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真正
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行为基
础，下面就由我来介绍一下学校的日常行为规范竞赛评比。

五项指的是卫生，体操，眼操，仪表和课堂纪律。在我们鸟
语花香莺歌燕舞的校园中这五项尤为重要，是我们日常行为
规范的基础。卫生直接关系到班级和我们校园环境的整洁美
观，作为玉海中学的一份子，爱护我们的校园就要像爱护我
们自己家一样，我们每个同学不但要管好自己的手，脚，嘴，
做到不乱扔垃圾，不乱踩花草，不随地吐痰，不在校园内吃
垃圾食品，还要时刻提醒他人关心爱护卫生，关于卫生，我
想提醒的是，校园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场地，每天值日生
应该认真仔细打扫教室和公共场地，当看到校园里一些不讲
卫生行为的时候，应该极力去制止。当你们不经意间往地上
扔了废纸，劳技废物时，请把他们见起来，多走一步，放到
垃圾桶里，当你们践踏了小花小草，或许你们以为这没什么，
但请蹲下去把他们抚平，学校校园是我家，文明日常靠大家。

校园生活中，每天上午会有体操，下午会有眼操，早晨，朦
朦胧胧的我们来到学校，在早操旋律节奏中，我们振奋了精
神，鼓足了信心，多彩的校园生活就拉开了帷幕。下午，劳
累一天努力辛苦学习的我们端坐在教室里，闭上眼睛，在这
五分钟让身心休息一下，来感受生命的洗涤，关于两操，我
想提醒的是，早操进场退场快静齐，动作整齐规范有气势，
进场退场做操时不要讲话，嬉戏，打闹，退场要有秩序，眼
操中途不要睁眼，不要说话，不要开玩笑，让我们忙碌了一
天的眼睛休息一下，准备迎战更多困难，健康做两操，从你
我做起，从大家做起。

或许同学们在仪表这方面都做得很不错，没错，仪表体现的
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所谓相由心生，所言甚是，一个真善
美的同学衣着一定是得体的，关于仪表，我想说的是，同学
们上学一定要每天穿我们玉海中学的校服，上学时要注意自



己的发型，不要太凌乱，也不要太风流，每天上学前最好检
查一下自己的指甲，太长应该及时修剪，在家里要勤洗手勤
漱口勤刷牙，在校园里不要带耳环耳饰，不带项链吊坠戒指，
俗话说得好，返璞归真，内在美才是真的美，不用太多华丽
的装饰。

铃铃铃，上课铃响了，开始上课了，课堂里，课堂纪律是一
定要遵守的，课堂纪律关系到我们的学习氛围，所谓水涨船
高，好的学习氛围肯定能让我们学习的更有活力，更加积极，
经过六年小学的磨练，你们步入新的起点，应该学会更加成
熟，不在破坏课堂的纪律，关于课堂纪律我想说，上课了一
定要认真听讲，不能开玩笑，讲闲话，传纸条，更加不能顶
撞老师，破坏课堂纪律，初中和小学截然不同，教学进度很
快又很多，所以当你们心中有问题，在课上不要打断老师们
的讲课，下课再到办公室和老师们慢慢研究探讨，上课不能
看小说玩玩具发呆不听讲，这点相信我也不用多说。。

以上五项均是每天都会有人来打分的，文明班级的桂冠常常
就会戴在分数最高的班级的头上，卫生打分在每天值日生清
洁打扫完毕之后开始，将由劳卫委员打分，两操将在做操途
中由体育委员和学习委员打分，仪表将由每天进入校门的时
候由值周班级的同学打分，课堂纪律则在每节课后由科任老
师打分。

第二个就是值周了，在学校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参与
学校的管理，那就是值周活动，每个学期每个班级都有四天
机会参加校园的卫生打扫，同时还可以对进出校门的同学的
仪表进行监督和纠察。每次值周情况都会有学生会的同学打
分评价，值周的班级必须在指定时间全部到校升国旗，国旗
以及缓带用好之后一定要放到指定位置并折叠好，升国旗过
程中，全班所有人都要集中，端正肃立行注目礼，放学之后
则要留下进行最后的打扫，以及降国旗，得到学生会的同学
检查完毕就可以回家了。现在让大家看一些打分表。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五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养成良好习惯，做优秀中学生。

一根小小的柱子，一截细细的链子，拴得住一头千斤重的大
象。你相信吗？（不信）其实这是真的。在印度和泰国随处
可见这样荒谬的场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些驯象人，
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将它绑在水泥柱或钢
柱上，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小象渐渐地习惯了不
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链子时，也不
挣扎。人们说，小象是被链子绑住，而大象则是被习惯绑住。
你看，习惯的力量多大啊！

习惯又分为好习惯和坏习惯。好习惯一旦养成，就会成为支
配人生的一种力量。

197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记者问其中一位：
“你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了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呢？”出人意料，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回答说：“是在幼儿
园。”这位学者的回答，代表了与会科学家的普遍看法。他
们认为终生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是幼儿园老师给他们培
养的良好习惯。

我们都羡慕科大少年班的学生，认为他们智力超群，是天之
骄子。而他们在谈到自己成绩优异的原因时，又是怎么说的
呢？13岁进入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周峰，认为自己成功的
秘诀就是从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周峰认识汉字，记忆
英语单词，都是每天10个，即使走亲访友时也从不间断。就
这样，一年下来，便记住了3000多个汉字和3000多个英语单
词。这是他量化的学习习惯。周峰该学习的时候就一心一意
学习，该玩儿的时候就轻轻松松地玩儿，自觉性极强，从不
需要别人提醒，更不需要别人强制。他听英语广播学英语，



一到点便准时打开收音机。这是他定时的学习习惯。周峰学
习时总是全神贯注，思想从不开小差，精神略有溜号，便立
即作出调整。这是他专心致志的学习习惯。

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学生了。中学阶段是各种习惯尤其是学习
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那么，如何培养良好的习惯呢？我用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你吧：我以前胆子特小，有问题不
敢问老师，只有问同学，有很多时候，同学也讲不清楚，弄
得我一头雾水。后来一次课堂上的经历鼓舞了我：那是一节
自然课，我有一个疑团，左思右想可仍得不到答案。我想把
问题说出来，可又怕别的同学认为这个问题很幼稚会笑话我，
我就没面子了。于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过了一会儿，
我看到陈欣和杨敏不停地问问题，而且每当老师告诉了他们
答案的时候，他们显得那么开心。我鼓起勇气举起了手，向
老师提出了我的问题，老师很明确的告诉了我答案，我心中
的疑问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获得的喜悦。老
师还说，学习就应该不懂就问，老师最喜欢勤学好问的学生。
从那以后，我不懂就问，渐渐养成了好习惯。后来，我还明
白了，除了问老师，还可以问电脑和字典。

当然，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是很不容易的。开始的时候，需要
时时提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也是磨练我们意志、性格、品质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付出不
懈努力的。但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
展示我们的青春风采，让我们——养成良好习惯，做优秀中
学生！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六

大家好！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了这样一句话：“播下一个行
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
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



自然”。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过：“什么是教育？
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古今教育家、学者非常
重视幼儿早期教育对于人一生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幼儿
一旦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行为将固而不化，长大后可以“正
性”、“养心”、“成德”。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
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所谓养成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要从行
为训练入手，综合多种教育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知、情、
意、行”，最终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我校从学生实际出发，
结合学校特点，以政教处为依托，少先大队和各班中队为主
阵地，狠抓学生养成教育，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叶圣陶先生生前呼吁：“教育就是培养习惯。”我校领导班
子通过学习、论证，转变办学思想，明确办学重点，统一了
办学思路。一致认为，让孩子拥有良好的习惯，其重要性并
不亚于有一个好的学习成绩。健康的人生的基础是建立在良
好行为习惯之上，不管是美好的品德，还是较强的学习能力，
一切都依赖良好习惯的培养，抓住了习惯培养这一条主线，
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以主管德育和教学校长任副组长，
以政教主任、教导主任、少先队辅导员、品德教师和骨干班
主任等为组员的养成教育领导小组，负责养成教育工作计划
的制定、组织与实施，评估与奖励等全面工作。领导小组实
行岗位目标责任制，职责明确，分工具体，指挥畅通，运转
协调。保障养成教育工作的经费投入、协调，解决工作中的
困难和问题。学校将养成教育纳入整体工作计划之中，做到
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查、有反馈、有成效。

要求中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前提是得让他们知道要养
成哪些好的习惯，哪些习惯是好的。我们组织全校学生开展
《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背诵活动。政
教处、教导处、少先队，以及校办公室的领导入班逐人检查，



落实《守则》和《规范》的背诵情况。通过背诵，学生明确
了要养成哪些好的行为习惯，更知道了已有的行为习惯哪些
是好的，需要坚持；哪些是坏的，需要改正。

抓养成教育的关键是抓行为教育。我校的班主任、任课教师、
中队辅导员都把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卫生习惯、
讲礼貌的文明行为习惯、拥有良好的品德作为教育教学工作
中的重点。全校上下一致行动起来，通过举行各班主题班会、
全校演讲比赛，促进学生养成各种良好习惯；通过校园广播、
宣传报栏树立典型，激励学生向榜样看齐。

抓了一段时间，学校的养成教育初见成效：在自习课时间，
你走进校园，学校中央挺立的的皂荚树静悄悄的，操场上盛
开的白玉兰静悄悄的，花坛里的花花草草也静悄悄的；走进
教室，伴着舒缓悦耳的音乐，学生们有的看书，有的画画，
有的练字……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了。耳边除了优美动听
的音乐，昔日的嘈杂、争吵再也没有了。这是多么和谐的校
园啊！在课间，学生们或在花坛之间，或在绿树之下散步、
谈心、读书；或在操场上、球场上跳绳、踢毽子、拍巴掌、
跳皮筋儿……昔日的追逐、打闹已无影无踪了。

这是多么有序的校园啊！两人相撞，怒目相向的没有了，诚
恳的道歉、真切的问候多了；校园教室，随手扔纸的没有了，
俯身捡纸的多了；师生见面，形同陌路的没有了，互相亲切
的问候、甜美的微笑多了；花坛之中，损花折树的没有了，
浇水、施肥、除草的多了……这是多么文明的校园啊！看着
这些动人的情景，我们喜在眼里，美在心头，这都是养成教
育结出的硕果啊！

抓养成教育的要持之以恒。养成良好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校要求全校师生都作长远打算。教师，允许学生习惯形成
有个过程；学生，一步一个脚印。师生密切配合，老师督促
学生认真练、经常练，师生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常言道，三岁定八十。大教育家孔子云：“少年居性，习惯
之为常。”而培根在《论人生》中便明确指出：“习惯真是
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年就
应通过教育，去建立一种良好的习惯。”可见，幼年养成习
惯的好坏对人的一生有直接影响。少年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
教育，决定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基本素质程度，决定整个民
族素质优劣的大事。我们作为教育者，肩负着社会赋予我们
培养二十一世纪人才的重任，必将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严
抓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我们相信少成若天性，
习惯如自然！随着养成教育的深入，文明之花一定绽放在美
丽的校园！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七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素来
是一个温文尔雅，落落大方，见义勇为，谦恭礼让的文明礼
仪之邦。华夏儿女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体现一个人
的气质与素养。荀子云：“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
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臂膀。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教师首先要教育学生做一个真诚的
人，而学生的学习也应该首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之人，学做
社会中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爱国守法，明礼
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无不遗憾的发现，在物质文明高
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公民的文明素质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在
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我们，在文明礼仪方面却
存在着诸多的不文明的言行：在家庭中，我们的长辈们重智
力学习轻德育教育，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了，忽略了对



孩子文明礼仪的教育，导致了他们对家人冷漠自私，一切以
自我为中心，不与父母沟通，不理解家长的辛苦，不珍惜家
长的钱财，不分担家庭的劳动，一味索取不知奉献;在学校里，
不听从老师的教诲，说脏话，穿奇特的衣服，留着怪异的发
型;不知道认真学习，在校园内大声喧哗，乱扔垃圾。

从开学以来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默默工作，无私奉献，
努力为我们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想
想我们又是如何做的?我们的学校要发展，环境要改善，形象
要高大，光靠老师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每一人的举止言行
展现的正是学校的品味，关系着学校的荣辱，需要你、我、
他，大家的共同努力，你一言，我一行，塑造出渡普中学高
大、美丽的形象。

那么，如何做文明中学生，展现我们渡普学子的新风采呢?这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了这
样一句话：“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我国著名教
育家叶圣陶先生也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
养成习惯。” 因此，我们要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讲文
明语言，做文明学生，平时不讲粗话、脏话;遵守校规校纪，
不旷课、不迟到早退、不打架斗殴、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
圾;仪表整洁大方，在校期间不化妆、不配戴首饰、不穿奇装
异服;尊敬师长，见了老师主动问好;团结同学，互帮互助;爱
护花草树木、公共设施，不在桌椅上乱涂乱画;不进网吧，提
倡文明上网，科学上网;不看不健康的书籍和录像;生活俭朴，
不比吃穿，不浪费粮食。在家尊敬长辈，孝敬父母，体谅父
母工作辛苦，生活节俭。只有这样，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
做一个文明的中学生，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同学们，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一半，点滴之处见精神，做文
明的、高尚的人，就要从这些细节抓起。请大家记住一句
话:“离文明有多远,离成功就有多远。”让我们全校上下携
起手来，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抓住机遇，人人争做文明学生，塑造我们渡普中学高大、美
丽的形象，让文明礼仪之花开满校园的每个角落。

以养成教育为的演讲稿中学生篇八

大家好！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了这样一句话：“播下一个行
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
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说
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习惯。”“德
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智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体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锻炼身体的习惯。”可见，抓
好养成教育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小而言之，对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大而言之，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从教二十年来，我始终坚持让学生“学做人第一”。因为，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小学至初中阶段是形成性格的最关
键时期。在此阶段，不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让学
生好好学做人的道理，那就是他们学到的课本知识再多，他
们的脑瓜再聪明，也很可能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因某种原因
而前功尽弃，或走上社会成为一个“半废人”。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据报道，今年的2月27日晚，大足县双塔中学发生
一幕惨剧：该校初一（四）班学生李力（化名），连续两个
通宵上网未回家。父亲来到学校与班主任老师一起对其教育，
李父让其下跪认错。不想李力竟当众跑出老师办公室，从3楼
跳下自杀，抢救无效死亡。试想，如果李力有良好的行为习
惯，会“连续两个通宵上网未回家”吗？如果懂得做人的道
理，会有这样过激的行为出现吗？更有使国人难堪甚至伤心
的事情：有些外国旅游景点竟然赫然用中文标示：请不要随
地吐痰！别人对我们如此“厚待”，作为泱泱大国的国民，
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吧？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该认识到
“养成教育”是何其重要啊！



那么，在实施“养成教育”的过程中，都有哪些事情值得注
意呢？这里，就我个人的经验谈谈点滴看法。

实施“养成教育”，首重针对性，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针
对地方实际，针对学生日常的行为习惯。所以，作为教育者，
一定要留意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以期选择最好的教育手段，
“对症下药”。例如，当我发现班里有一男生连续好几天心
神不定，总不断吐唾液，就立即警觉起来，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没事。真的没事吗？不可能，好端端的，吐什么唾液！
我跟其家长取得了联系。家长说近几天总发现卫生间有烟蒂。
这很可能就是“吐唾液”的原因了。我马上找了好多“吸烟
危害健康”的资料，在班里搞了个小展览后，又搞了个讨论
会。这次活动后，全班同学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吸烟的危害性，
“吐唾液”的同学也马上跟我“私了”来了。他说，近来跟
了几个社会上的人，他们老叫他抽烟，从现在起再也不跟他
们来往了，也不抽烟了。果然，没过多久，这学生就不
再“吐唾液”了。

有些学生具有“两面性”，有的是“在家是个好孩子，在校
是个顽皮生”，有的则相反。所以，我们不能单凭学生的在
校表现就作出判断。有的学生的“两面性”还不是表现在家
校的区别，而是表现在“表里不一”。学生虽然大都比较单
纯，不善于掩藏，但个别学生还是可能因为成长过程、生活
环境的某种特殊性而致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的行为表现不
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类学生还要通过老师的关爱、沟
通，或日记交流等等措施去作全面了解。曾带过这样一个学
生：她是班长，各方面都很优秀。有一阵子，她上课时偶尔
目光游离，还有时发呆。我跟她谈心，她总说“真的没事，
请老师放心”。家长说家里一切正常，孩子回家也跟往常一
样做家务和功课，就是近来有一男生常打电话来，孩子每次
听电话都有些不耐烦。凭我的感觉，这学生是有什么说不出
的事了。于是，我在她的周记里写上这么一句话：“你还没
把我当朋友吗？”周记发下去后，她马上就又交上来了，只
见里面写着：“老师，我真服你了——我可什么都没流露出



来啊。是的，我近来心里很复杂，因为我碰到一件说不出来
的事啊！我就在周记里跟你说，好吗？”“心门”就要开
了——在过后通过几次周记交流中，她终于把心掏出来了。
原来，隔壁班有一男生向她“求爱”了，说如果她不答应就
不读书了。她不可能答应，又担心那男生真的因此荒废了学
业，又不敢告诉别人，怕伤了对方的自尊心，所以不知如何
是好。找到了“病因”，我就放心了。后来，在我的帮助下，
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重于言传”，这是好多老
师都懂的'至理名言。可“懂”不等于就能做得好。试想，如
果一个老师对“有礼”的学生“疼爱有加”，对“没礼”的
学生爱理不理；或站在讲台边抽烟边教育学生抽烟如何不好；
或边讲粗话边怪学生不文明，那后果会是怎么样呢？细心的
老师不难发现，板书“龙飞凤舞”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写
字大都是潦草的；板书“煞有介事”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
写字大都是端正的。

由于学生的年龄特点使然，我们在对其实施“养成教育”的
过程中，切忌形式单调，特别是一味的说教，更会让学
生“昏昏欲睡”。所以，我们必须针对实际情况，采取形式
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措施。例如，在发现班里不少学生对
家长的苦心或苦衷不理解，在家乱使性子后，我着手组织了
一个“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主题队会，把了解到的案例都编
进小品、相声、短剧等等节目中去。家长也都请来参加了这
次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家长是百感交集，学生是愧疚不已。
当演到一个问题小品——《这裤子该不该买》时，节目的原
型人物泣不成声，当场向母亲认错。再如，在一次春游活动
中，有一个平时总喜欢捣蛋的学生“开小差”，自个儿到另
一个地方活动，惹得大家人心惶惶，四处寻找。找到后，该
学生虽然觉得过意不去，但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针对
这一情况，在随后的一次语文考试中，我专门为此写了一篇
《找到小熊了》的童话，要求学生完成阅读作业后写出读后
感。文章讲的是：在去参加森林运动会的途中，小熊由于好



奇心强，四处乱窜，最后迷了路。整个熊队伍为了找小熊而
错过了比赛机会，熊妈妈还因误中猎人兽夹而受了重伤。该
生在完成这道题时，因想起数学老师为了找他而摔破手臂、
鲜血沾满衣裳的情景，后悔不已，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读后
感，此后，表现好多了。

由于我在学生的“养成教育”上花了不少的心血，所以他们
的综合素质也相对较高，无论是在求学的过程，还是学成之
后走上社会，已具备的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品质都让他们
获益匪浅，成功的几率当然也相当高。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谆谆告诫全体
教育者：“小学不但要培养小学生，而且同时培养小先生。
这样的小学才算是现代前进的小学。如果只教小孩读死书而
不肯教人，那么，它只是一个小小书呆子或一个小小守知奴
的制造厂。”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小先生”也是要求我们要
重视“养成教育”，让学生学到做人的道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