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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小学生习惯的先前状况调查研究 

（1）教师、家长道德行为习惯的调查情况 

（2）教师、家长健康行为习惯的调查情况 

（3）教师、家长学习行为习惯的调查情况 

（1）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调查情况 

（2）小学生健康行为习惯的调查情况 

（3） 小学生学习行为习惯的调查情况 

2、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的总体结构研究 

（1）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总体结构研究 

（2）小学生健康行为习惯的总体结构研究 

（3）小学生学习行为习惯的总体结构研究 

3、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行为习惯的年段结构研究 

（1）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年段结构研究 

（2）小学生健康行为习惯的年段结构研究 

（3）小学生学习行为习惯的年段结构研究 

4、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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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实践研究 

（2）小学生健康行为习惯的实践研究 

（3） 小学生学习行为习惯的实践研究 

5、小学生行为习惯的现在状况调查研究 

（1）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调查研究 

（2）小学生健康行为习惯的调查研究 

（3）小学生学习行为习惯的调查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用访谈法、行动研究法、行为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文献参考

法。 

二、结论与对策 

在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研究实践中，我们通过深入了解学生、细

化各项快乐教育的习惯细则，在课堂教学，各项教育活动及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等

实践中研究发现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健康行为习惯和学习行为习惯的养成有助

于提高小学生的道德水平和学业质量。通过学校、同伴、家庭各层面的配合，综

合运用多种习惯培养的策略，能够切实促进本校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健康行为

习惯和学习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学生的文明、健康、智慧发展，实现快乐成长。

但是在快乐教育的习惯养成过程中也发现学生在道德行为习惯、健康行为习惯和

学习行为习惯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小学生习惯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 

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行为，但在公平和个人责任方面表现

欠佳。而且三、四学生的道德行为要低于五、六年级学生。这表明学生的品德水

平在不断发展提高，这要求学校和家长在儿童的道德认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

要紧密地关注学生道德发展情况，以便在关键期加以有效的引导，共同培养学生

养成正确的道德认知，促进学生优良人格品质的全面发展。 

2、小学生健康行为习惯 

研究发现一师附小学生总体表现较为健康，锻炼行为、环保行为和卫生行为

表现也较为均衡，绝大多数的小学生具有很好的锻炼习惯，能够每天坚持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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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卫生，并且已经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但是（1）小学生虽然已经深刻认识

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让其主动的花费较多时间去锻炼还很困难（2）

仅有相对较少的学生主动了解环保知识、自发做到改善环境（3）在饮食卫生上

表现相对较差，关于这方面的卫生教育和习惯培养有待加强。 

3、小学生学习行为习惯 

研究发现少数附小五年级学生在学习行为习惯方面较其他年级差，五年级学

生的各方面学习状况均需要进一步关注。 

（二）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的总体结构 

课题组构建出“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的总体结构框架”，如下表

所示： 

北京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的总体结构框架图 

                  快乐教育理念：   快乐成长奠基快乐人生 

乐善 乐群 乐行 乐新 乐活 乐学 培养目标 

乐于服务 

助人为乐 

乐于交往 

合作为乐 

乐于参与

实践为乐

乐于锻炼

健体为乐

乐于开拓 

创新为乐 

乐于读书 

勤奋为乐 

习惯结构 道德行为习惯 健康行为习惯 学习行为习惯 

三大领域 友善、文明、诚信 锻炼、卫生、环保 阅读、思考（应用、创新）、表达

九个习惯 

【友善】：对人善良、友

好，不做危害他人的事，

不说伤害他人的话。 

具体表现：不嘲笑他人；

不欺负弱小；不伤害小动

物；不说别人坏话；不做

恶作剧（捉弄）；不挑剔

别人；主动帮助有需要的

人（学习困难、生活困难、

行动困难）；让座；安慰

（陪伴；倾听）；原谅别

人的过错； 孝敬父母（关

心家人）/分担家务；分

享（物品、感受和思想、

分担任务）； 真诚赞美

（鼓掌叫好/竖大拇指）；

鼓励他人； 善意提醒（危

险、上课） 

歌诀表述：花草动物不伤

【锻炼】：坚持锻炼身

体，热爱体育。 

具体表现：每天锻炼身体；

认真做操(课间体操/眼保

健操)； 积极参与课外体

育活动；认真上体育课；

关注体育锻炼知识；有体

育爱好；不做危险的事/

动作（不爬树；不跳墙等）

歌诀表述：每天锻炼身体

好，认真做好课间操；积

极参与体育课，注意安全

不摸高；关注健康小知识，

身体棒棒睡眠好！ 

【阅读】：爱读书、善读书、 

读书姿势正确；  

具体表现：爱惜图书；每日读书；博览

群书（名著/经典/前沿、百科）；多查阅；

做读书笔记（读后感/摘要）；多积累（收

集美言锦句和感兴趣的信息）；分享图

书；默读、朗读、泛读、精读 

歌诀表述：爱惜图书不弄坏，每天读书

好习惯；名著经典和前沿，百科知识要

全面；读后感，小摘要，读书笔记很重

要；美言锦句勤摘录，有趣知识勤积累；

默读朗读都要会，泛读精读合理分；好

书记得要分享，不懂多问多查阅；最后

一点要牢记，读书姿势要正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害，同学弱小不欺负，他

人缺陷不嘲笑，心胸宽广

不计较；家人朋友心上

念，一起分担不辛苦，遇

人有难上前助，轻拍安慰

不要哭；与人分享更快

乐，真诚赞美齐鼓舞! 

【文明】（包含“倾

听”）：言谈举止、坐卧

行走以及穿衣着装等能

够遵守公共道德、公共秩

序和良好习俗。 

具体表现：倾听时目光注

视与交流、身体前倾、不

打断/插话、适当反馈和

回应；见师长问好；对人

微笑；说话用敬语（您

好）；说“谢谢”/“对不

起”；说话委婉；不迟到

不早退（要守时/按时）；

听讲时不小声说话、不看

手机、手机静音等； 

进门先轻声敲门；不说脏

话；不打架不骂人；不争

抢；自觉排队；在公共场

所保持安静(不大声喧

哗)；走路轻声； 不闯红

灯；不推不挤靠右行；公

交车上不推搡 

歌诀表述：路遇师长微微

笑，轻声问候说您好；他

人帮助说谢谢，过失犯错

对不起；乐于倾听不插

话，点头回应要专注；进

门轻敲三声门，不闯红灯

靠右行；公共场所不吵

闹，自觉排队不推挤；不

打不骂不说脏，争做文明

小榜样！ 

【卫生】（包含原“乐

观”、“自信”）：讲究生

理卫生，注意心理健康，

预防疾病，改善和创造健

康的生活环境。 

具体表现：勤洗手；定期

修剪指甲；参加卫生值日；

保持衣着和教室干净整

洁；少喝饮料多喝水；不

暴饮暴食；少吃垃圾食品； 

不在暗/强光下读书/写字

（保护视力）；乐观、自信、

自尊；坚持完成任务，不

中途放弃；不浪费时间；

在学习上多投入时间；高

效（不要边玩边学/专注）；

及早完成/准备；不拖延 

歌诀表述：少喝饮料多喝

水，卫生饮食最重要；健

康用眼多休息，保持整洁

我先行；勤洗手，勤换衣，

勤修指甲爱干净；专注学

习不分心，完成任务不拖

延；遇到挫折不放弃，相

信自己有能力！ 

【思考】（包含原“应用”、“创

新”）：爱好独立思考、勤于思考，崇尚

理性，将知识联系实际。 

具体表现：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迷信；

勤于思考；乐于探究；有好奇心（多问

为什么）；敢于批判；敢于质疑；多联想；

多创作（文字/物品/画）； 求异求新；

一题多解；及时请教；勤动手；多实践；

多做事；用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举

例子）；做计划（明确学习目标）；预习/

复习；勤做笔记（专心上课）；及时纠错

歌诀表述：崇尚科学不迷信，独立思考

不盲从；勤于思考爱发问，敢于批判乐

探究；专心上课做笔记，明确目标做计

划；及时预习和复习，遇到困难多请教；

敢于发问敢质疑，求异求新伴我行；做

题灵活求多解，及时纠错知识增；课下

不忘勤动手，绘画手工多创作；还要记

得多实践，我的知识最灵活！ 

【诚信】：诚实待人，遵

守承诺，讲求信用，获得

他人信任。 

具体表现：不撒谎；不欺

骗；不偷盗；不作弊；不

抄作业；说话算数；借东

西按时归还；言行一致；

【环保】：不浪费、爱护

和珍惜周围环境。 

具体表现：节约粮食、用

水、用电、用纸（离开教

室关电源，看到有开着的

水龙头自觉关起来）；不践

踏草坪/花草；不乱扔垃

【表达】：勇于主动将自己的想法以口

头或书面以及其形式进行表达。 

具体表现：主动表达；说话有条理，语

速适中；口齿清晰（说普通话）；课上踊

跃发言（当众发言）；主动提问；回答问

题声音响亮；当众发言不害羞；在课堂

或比赛中演讲；字迹工整；用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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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大话 

歌诀表述：实话实说不撒

谎，完成作业不抄袭；说

话实在不夸大，非己之物

不偷拿；诚实待人不欺

骗，诚信考试不作弊；借

人东西按时还，说到做到

守承诺！ 

圾；不随地吐痰；不在教

室／课桌等上乱涂乱画；

保护校园公共环境（见到

垃圾捡起来）；多用环保产

品 

歌诀表述：节约粮食不浪

费，离开教室关电源；绕

开花草不践踏，地上垃圾

随手捡；不吐痰，不破坏，

保护环境爱自然！ 

写作文雅 

歌诀表述：我的想法勇敢说，当众发言

不害羞；演讲生动又大方，主动提问不

怕错；口齿清晰声响亮，不急不慢条理

清；用词规范字工整，写作文雅不粗俗。

 

（三）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的年段结构 

课题组确立了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细则，如下表所示： 

北京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细则 

四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接纳

他人 

与人交谈要虚心， 

注视对方耳听清。 

团结友爱讲谦让， 

学会合作朋友多。 

良言出口三冬暧，

恶语伤人六月寒。

同窗友情要珍惜，

己所不欲勿施人。

换位思考多体谅， 

发生冲突互原谅。

宽容待人不计较，

仁爱之心宜长存。

服务

他人 

发现伙伴有困难， 

伸出双手及时帮。 

人人有岗坚持做，

多长本领为集体。

做好校园小当家， 

志愿服务为他人。 

友善 

 

孝敬

父母

尊敬

师长 

见师长笑迎接， 

师长呼应勿缓， 

师长命行勿懒。 

师长教须敬听， 

师长责须顺承， 

责有误耐心解。 

长出外多挂牵， 

亲生日表孝心， 

亲有疾细护理。 

微笑

问好 

见到师长嘴角翘， 

招手问好有礼貌。 

站直立正微微笑，

点头示意问声好。

站直立正微微笑， 

点头示意问声好。 

升旗

礼仪 

升降国旗要肃立， 

眼望国旗注目礼， 

高唱国歌声有力。 

升降国旗要肃立，

眼望国旗敬队礼，

高唱国歌声有力。

升降国旗要肃立， 

眼望国旗敬队礼， 

高唱国歌声有力。 

道德

行为

习惯 

文明 

 

慢步

轻声 

楼内室内勿喧哗， 

小声交流记心里。 

不推不挤靠右行， 

轻轻抬腿上楼梯。 

学具码放要整齐，

解决内需做游戏。

自主安排十分钟，

上下楼梯单队行。

课间交流要轻声， 

游戏适度稍放松。 

文明如厕排队等， 

合理利用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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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

捡纸 

发现地上有杂物， 

及时捡起放纸篓。 

不分你我随时捡，

分类扔进垃圾箱。

环视四周看环境， 

发现纸张弯腰捡。 

诚实

待人，

遵守

承诺 

实话实说不撒谎， 

诚实待人不欺骗 

实话实说不撒谎，

完成作业不抄袭。

诚实待人不欺骗 

实话实说不撒谎，完

成作业不抄袭。 

诚实待人不欺骗，诚

信考试不作弊 
诚信 

讲求

信用 

说话实在不夸大，非

己之物不偷拿。 

借人东西按时还，说

到做到守承诺！ 

说话实在不夸大，

非己之物不偷拿。

借人东西按时还，

说到做到守承诺！

说话实在不夸大，非

己之物不偷拿。 

借人东西按时还，说

到做到守承诺！ 

锻炼  

按时上操出勤好，动

作有力按节拍，全神

贯注听口令，自觉锻

炼身体棒 

动作规范节拍准，

精神抖擞气势高，

技能锻炼需刻苦，

身体健康是个宝。

两操一课不能少，人

到心到神也到，你追

我赶意志坚，健康第

一最重要。 

生活

规律，

物品

整齐 

各科学具分类装，物

品放置固定处。 

位斗物品分类放，

拉好拉锁归原位，

课间更换要及时。

小柜物品巧分类，学

具收纳分开码。 

身体

健康 

每天两次保健操，找

准穴位适度按；读写

做到三个一（一寸、

一拳、一尺）； 

课间“远眺-凝视-放

松”眼。 

每天两次保健操，

找准穴位适度按；

读写做到三个一

（一寸、一拳、一

尺）； 课间“远眺-

凝视-放松”眼； 

电子产品科学用，

用眼时间控制好。

每天两次保健操，找

准穴位适度按；读写

做到三个一（一寸、

一拳、一尺）； 课间

“远眺-凝视-放松”

眼； 

电子产品科学用，用

眼时间控制好。 

卫生 

心理

健康 
开朗乐观心态好 

自信热情爱同学，

积极应对学习事 

遇到挫折不放弃，相

信自己有能力！ 

健康

行为

习惯 

 

环保 

节约

粮食，

爱护

环境 

节约粮食不浪费，离

开教室关电源；绕开

花草不践踏； 

不吐痰，不破坏，保

护环境爱自然！ 

节约粮食不浪费，

离开教室关电源；

绕开花草不践踏，

地上垃圾随手捡；

不吐痰，不破坏，

保护环境爱自然！

节约粮食不浪费，离

开教室关电源；绕开

花草不践踏，地上垃

圾随手捡； 

不吐痰，不破坏，保

护环境爱自然！ 

学习

行为

习惯 

阅读 

 主动

预习 

 

了解内容，圈圈画

画。 

初步理解、圈画重

点、查找资料、试

做习题、发现问题。

初步理解、圈画批

注、查找资料、试做

习题、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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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阅读 

读书姿势正确； 

爱惜图书； 

每日读书；朗读、泛

读 

读书姿势正确； 

爱惜图书； 

每日读书；多积累

（收集美言锦句和

感兴趣的信息）；朗

读、泛读、默读 

博览群书（名著/经

典/前沿、百科）； 

多查阅； 

做读书笔记（读后感

/摘要）；； 

分享图书； 

要精读 

认真

倾听 

眼睛专注看老师，不

做其他事情。 

不做其他事情，尊

重他人。 

不做其他事情，尊重

他人。 

思考 善于

思考 

 

听见、听懂。 
听见、听懂、能判

断。 

听见、听懂、能判断、

有见解。 

勇于

表达 

站直声大说清楚，会

简单评价。 

站直声大有条理，

会正确评价。 

站直声大有见解，表

达清晰流畅，条理清

楚，会全面评价。 

 

表达 

书写

美观 

坐姿端正，铅笔写

字，执笔方法正确，

书写规范、准确、工

整、整洁。 

坐姿端正，能比较

熟练地写铅笔字，

开始练习用钢笔写

字，书写正确、端

正、整洁。 

坐姿端正，继续写钢

笔字，书写正确、端

正、整洁，行款整齐，

并有一定速度。 

（四）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实践 

1、探索出小学生习惯养成模式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为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的三大行为习惯，提出了如下小

学生习惯养成模式：   

明理       引导         训练        评价 

2、基于习惯养成模式开展实践研究 

依据小学生习惯养成模式，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研究，对学生进行三大类习

惯的培养。 

针对调查结果，（1）对于道德习惯的培养主要在低年级加大开展力度，以德

育课程为主要途径培养道德行为习惯，之后持续跟踪，对中段学生进行监控，以

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2）积极开展“乐于锻炼、健康生活”为主题

的乐活评比活动，培养学生积极锻炼的好习惯，开设心育校本课程及家长课堂，

加大对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3）引进阅读工程队学生的阅读习惯进行实践培

养，并开发STEM综合实践课程、“先学后教”微课教学方式、数字故事教学方式、

“四段式”教学方式、游戏和游戏化教学方式对学生的思考、表达习惯进行培养，

提高学生的思考、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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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学生习惯的现在状况调查 

为检验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今后研究和工作提供依据，课题组对学生三大行

为习惯进行测评，测评结果如下： 

1、小学生道德行为习惯不同维度间仍有一定差异 

2、小学生健康行为习惯整体较好 

3、小学生学习行为习惯大幅提升 

三、成果与影响 

（一）成果 

主要阶段性成果 

序号 研究阶段 阶段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16 年 12 月 快乐课堂分享 专著 张忠萍 

2 2016 年 12 月 快乐成长故事 专著 张忠萍 

3 2017 年 1 月 孩子们的诗 专著 张忠萍 

4 2016 年 11 月 刊中刊 论文集 张忠萍 

5 2017 年 4 月 
小学生类比思考习惯

培养浅谈 
论文 杨霄 

6 2017 年 3 月 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 论文 张晓晨 

7 2017 年 2 月 

小学科学思维习惯的

培养 

论文 高云 

8 2017 年 1 月 

读《三国演义》，演绎

教学情怀 

论文 张莉 

9 2016 年 12 月 

小学生基本站姿习惯

的培养策略 

论文 陈亚军 

10 2016 年 11 月 
快乐教育，三十年的麦

田守望 
论文 张忠萍 

11 2016 年 8 月 一年级学生学习习惯 论文 张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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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法  

12 2016 年 7 月 

借助学习单培养学生

预习能力初探 

论文 杨洋 

13 2016 年 7 月 

在音乐教学中培养学

生良好的倾听习惯 

论文 王新 

14 2016 年 5 月 

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

生书写习惯培养研究 

论文 张敏 

15 2013 年 10 月 
以课程微创新促进学

校特色发展 
论文 张忠萍 

 

最终研究成果 

序号 研究阶段 阶段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17 年 6 月 
养成好习惯，成就好人

生 
专著 

张忠萍、阎红、

张敏 

2 2017 年 6 月 

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

生习惯培养研究-绘本

读物 

绘本 
张忠萍、阎红、

张敏 

3 2017 年 6 月 
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

生习惯培养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阎红、张敏 

4 2017 年 6 月 

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

生习惯培养总体结构

框架 

框架图 阎红、张敏 

5 2017 年 6 月 
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

生习惯培养细则 
框架图 阎红、张敏 

 

（二）影响 

1、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健康行为习惯和学习行为习惯养成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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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师附小的学生在道德方面对人善良、友好，言谈举止、坐卧行走以及穿衣

着装等能够遵守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诚实待人，讲求信用，见到同

学、老师、来访客人微笑问好；在健康方面养成了较好的锻炼习惯，坚持每天跳

绳、仰卧起坐锻炼身体，讲究生理卫生，注意心理健康，爱护和珍惜周围环境；

在学习方面形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爱读书、善读书，课上能够做到独立思考、

勤于思考，有自由的心灵，有自律的表现，还有自信的表达。 

2、教师在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过程中提升了专业素养与教学观念 

通过研究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学观念进一步加强。近

几年我校教师录制微课 66 节，部分微课在区、市获奖，游戏化教学展示多余节

等，并承担了多次国家级、市级以及区级研究课，多名教师发表了相关论文，并

参与了学校专著的撰写。     

3、学校在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过程中软硬件水平均有大幅提升 

    为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学校下大力度进行校园环境的布置，校园硬件的配

备，以及对教师的培养。引进台湾超脑麦斯学具开展游戏化教学研究、引进芬兰

数字故事项目开展文本可视化教学研究、VR 技术、iPad 教学，搭建了数字化平

台与智慧教室，让学校的硬件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进行了校园环境

的布置，每月按照习惯培养目标进行展板的设计。 

四、改进与完善 

1、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的总体结构还有待于完善 

    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总体结构的制定需要以已有研究中习惯培

养细则为基础，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同时还要

考虑到小学生的身心特点以及发展规律。因此制定出针对小学生道德行为、健康

行为以及学习行为三方面习惯培养的总体结构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

善和修改。 

2、基于快乐教育的小学生习惯培养实践需要逐步调整 

    目前我校对于小学生的习惯培养是基于学校的当前情况，依托学校现阶段的

课程架构与相关教学方式、教学理念进行培养的。随着教育的发展，我校的课程

架构与教学方式可能会进行一定的微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对本校学生的习惯培养

实践活动相应进行调整。 

3、小学生习惯的调查研究结果科学性和有效性待进一步验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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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生习惯测量评价中所采用的量表、调查问卷等可能还不能够全面反映所

要测量的指标，在日后的深入研究中可进一步探讨测量工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五、成果细目 

序

号 
作者 

成果形

式 

成  果  名  

称 

出版或发表

时间 

出版单位或发表

刊物名称 

刊物

级别 

获奖或转

载情况 

决

策

采

纳 

1 
张忠萍、阎

红等 
专著 

养成好习

惯，成就好

人生 

2017年6月 北京出版社 其他 
多篇论文

获奖 
无 

2 
张忠萍、阎

红等 
专著 

快乐课堂分

享 

2016 年 12

月 
北京出版社 其他 

多篇课例

获奖 
无 

3 
张忠萍、狄

永杰等 
专著 

快乐成长故

事 

2016 年 12

月 
北京出版社 其他 无 无 

4 
张忠萍、李

辉 
专著 孩子们的诗 2017年1月

童趣出版有限公

司 人民邮电出

版社（第 291935

号） 

其他 无 无 

5 张忠萍 论文 

以课程微创

新促进学校

特色发展 

2013 年 10

月 
《中小学管理》

北大

核心 
无 无 

6 张忠萍 论文 

快乐教育，

三十年的麦

田守望 

2016 年 11

月 
《教育家》 其他 无 无 

7 张忠萍等 论文集 刊中刊 
2016 年 11

月 
《北京教育》 其他 无 无 

8 杨霄 论文 

小学生类比

思考习惯培

养浅谈 

2017年4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9 张晓晨 论文 
有效激活学

生的思维 
2017年3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10 高云 论文 

小学科学思

维习惯的培

养 

2017年2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11 张莉 论文 

读《三国演

义》，演绎教

学情怀 

2017年1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12 陈亚军 论文 

小学生基本

站姿习惯的

培养策略 

2016 年 12

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13 
张宏静 

 
论文 

一年级学生

学习习惯培

养法 

2016年8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14 杨洋 论文 借助学习单 2016年7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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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预

习能力初探

15 王新 论文 

在音乐教学

中培养学生

良好的倾听

习惯 

2016年7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无 无 

16 张敏 论文 

基于快乐教

育的小学生

书写习惯培

养研究 

2016年5月 《辅导员》杂志 其他 

北京市第

“第七

届”学习

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

一等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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