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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流动儿童学习习惯研究 ①

刘新星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小学阶段是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时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举家迁

徙进入城市工作，使城市流动人口日益增多，流动人口特殊的家庭与工作环境使得子女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小学

流动儿童的学习习惯养成教育成为家长、学校与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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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之间人

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据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显示，
２０１２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２．３６亿人，相当于每６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而在这些流动人口中，
多数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且这种趋势由“独身一人”到“举家迁徙”。流动儿童在新环境的适应性，如

对新学校的适应、对新教材的适应、对新人际关系的适应等，都会影响到处于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的小

学生的学习状况。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教育的目的是

培养习惯。小学阶段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流动儿童自身有特殊性，家庭、学校和社会

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孩子学习习惯的培养。在流动儿童中，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孩子正处于接受义务教育

阶段，这一关键时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极其重要的［１］。

本文所研究的小学流动儿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从农村来到城

市生活、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其中，大部分来自低收入家庭。他们虽人户分离，但也有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近年国家相关政策也加大了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学习习惯是指个体在进

入学习状态下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动化的学习状态，涉及了学生学习的各个方面和过程；

是一种个体需要的自觉性的学习行为方式，是外在的行为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过程，需要逐渐养成，不

是一时间就容易改变的。

１　小学流动儿童学习习惯现状分析
经过问卷调查分析，小学流动儿童学习习惯养成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缺乏对学习习惯重要性的认

识、学习习惯培养现状不佳、学习习惯培养缺乏一致性、家庭学习习惯培养教育欠缺。具体表现在：１）
小学流动儿童自身培养学习习惯没有一定的意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习惯的重要性。２）流动儿童更
是特殊的群体，其本身在心理上都会有一定的自卑感和不适应感，已养成的习惯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

性，要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同时，一大部分流动儿童是转学而来，学习过程的非连续性会使正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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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习惯因为环境的改变随之也要改变或者重新培养，这就导致了该群体学习习惯的培养不能长期性

和一致性。３）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影响流动儿童学习习惯养成的重要因素。流动儿童家庭环境一般
都不是很好，父母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教育孩子，家庭对学习习惯养成教育的缺失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习

惯的养成［２］。

２　提升小学流动儿童学习习惯实效的对策
小学流动儿童学习习惯养成教育的现状问题是在学校、家庭、社会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要改变其

现状也须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

２．１　学校层面
第一，创造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促进流动儿童全方位融入。校园文化不仅体现在教师的教风、学

生的学风和领导的作风上，也体现在学校的校舍、校貌和校纪上，对所有的成员都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巨

大影响。一个良好、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同学之间生活上相互帮助，友好相处；学习上你追我赶，合

作互进。在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中，流动儿童会更好地融入新环境。反之，同学之间互不信

任，互不帮助，在这样的心理氛围之中，从农村来的流动儿童可能会受到同学的挖苦与排挤，遭受到一些

不公平的待遇，进而挫伤流动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甚至会产生厌学、害怕来到学校的心理。在极

差的学习状态下，学习习惯的养成无从谈起。

第二，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流动儿童学习习惯养成。老师在学生的学习中起主导性的作用，

老师的教学教育方式影响着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老师要密切关注流动儿童心理、身体的变化和需求。

流动儿童面对新环境，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问题、产生各种心理变化，此时就需要老师及时教育引

导。如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老师可多与流动儿童谈心，可适当家访，了解流动儿童的真实情感和学习需

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鼓励流动儿童积极参与各种集体活动，使其感到集体的温暖，建立良好的同学

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可以促进流动儿童尽快在心理上接受新环境，学习生活步入正轨，有

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２．２　家校合作
第一，强化家校合作教育理念，提高教师和家长的合作素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单单依靠学校的

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流动儿童的特殊性，更要求家庭与学校沟通合作，营造和谐统一的教育氛围，形

成合力。传统教育经验中，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孩子的责任就是学校和老师的；而教师认为

家长不应该、也不能对学校的教育进行干涉，以免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家长和学校均要改

变教育观念，对于孩子的教育，无论家庭还是学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探索家校合作的有

效途径，提高家校合作的意识和素养。

第二，创新家校合作教育模式，搭建多渠道全方位合作平台。家长座谈会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家

校合作方式，但要避免发展成为批评会。家访是学校老师最早采用、目前尚保留的工作方式，耗时比较

多，一般都用来处理一些特殊的情况，能够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效果更明显且更人性化。

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手机、电话、电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建立迅速、便捷的家校交

流与沟通平台。在日常学习中，教师可将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发到家长的手机上或者 ＱＱ家长联络群
中，及时更新。家长和教师双方都可以及时督促孩子的学习，了解其学习状态和习惯。

第三，定期举办开放日活动，这是最直观的方法。学校可定期举办开放日活动，家长通过对孩子一

天的学习、生活的亲身体验，更加详细地了解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可以和老师商讨孩子不良习惯的

改进方法［３］。

２．３　社会层面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流动人员就业，改善流动儿童受教育条件。１）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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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对学校的教育有一定的指导规范作用。如流动儿童就近入学的政策、教育经费财政的支出、减轻流

动儿童学习经费负担等。２）组织社会培训，提高流动人口就业率。流动人口因文化水平相对偏低，在
城市从事着底层比较辛苦的工作，收入相对偏低，大部分是低收入家庭，很难保证有充足的教育财政支

出。政府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对流动人口进行各种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可以找到更好、收入

更高的职业岗位，保障就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从而给子女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４］。

３　结语
英国教育家洛克曾说过：“事实上一切教育都归结为养成儿童的良好习惯，往往自己的幸福都归结

于自己的习惯。”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习惯，习惯的养成对于人的一生有很深远的影响。流动儿童这一特

殊的群体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小学学习习惯的养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学习过程的不连续性导致学习习

惯养成的艰难，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自身、家庭、学校、教师、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学校要创造

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促进流动儿童全方位融入。教师要有帮助学生学习习惯养成的意识和素养，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流动儿童学习习惯养成；家长要有家校合作意识，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要多与老师

交流与沟通，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家庭教育责任；应创新家校合作教育模式，搭建多渠道全方位合作平

台。国家社会层面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改善流动儿童受教育条件；要保障流动人员就业，改善流动人

员工作生活环境，改善流动儿童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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