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荣誉积分”，培养一年级学生良好学习品质 

一年级学生刚入学，老师是孩子们崇拜和效仿的对象，老师的认可和赞许能使学生产生

优越感，教师对学生的奖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恰当地采用奖励方式，强化学生的成就

动机，能使学生上进，养成学习中的好习惯。 

一、抛出诱饵，激发学生内驱力 

教育家奥苏伯尔的“成就动机”理论提出：学生的成就动机由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

驱力和附属内驱力三者构成。这里的附属内驱力就是一个人为了得到某个人（如家长、老师

等）的称赞或认可，而把学习搞好、工作做好的一种动机。根据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教

育规律，我尝试实施荣誉积分制度，通过达到目标行为兑换“积分奖励币”，以奖励币积分

兑换相应的奖品，学生在课堂常规及作业态度等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首先，奖励币的外观要漂亮、别致，吸引学生的眼球；其次，数量也要适中。学生轻而易举

就能得到，渐渐会失去奖励的新鲜感和成就感；数量过少又会让一部分学生望而却步。我定

制了 1 分、2 分、5 分、10 分四款不同样式的积分，根据学生不同的表现及优秀程度，依次

进行兑换 

二、商定常规，明确兑换规则 

根据不同的学习常规分课前准备、课堂听讲、作业，附加等几个项目，提出不同的要

求。如：课前准备做到铃声响，静等候，学习用品放整齐，可得 1 分；课堂听讲坐姿正、

腰板直、精力集中、发言积极，可得 2 分；作业字迹工整、按时上交、独立思考，每份达

到要求即可得 1分，练习优秀得 5分，满分得 10分，有明显进步得 5分……明确兑换规则：

奖励达到 20分就可以兑换七色彩笔；40分兑换溜溜球……60分兑换盲盒一个。 

每周五班队课为兑换的时间，得到奖励的学生受到老师表彰、激励和同学的祝贺，获

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以此进一步内化自己的行为习惯；而荣誉币暂时落后的学生也会借助

身边榜样的力量及老师的鼓励，提高应对困难与挑战的信心。 

三、个别转变，强化目标行为 

我给每个学生准备了一本《一日表现评价单》，学生根据表现先进行自我评价、打分，

然后请组长打分并将最后分数记录在“班级表现汇总表”上，要求组长认真负责，有效记录，

及时与老师反馈。 

在此过程中，个别学生其行为转变明显。小浩，男孩，行为习惯较差，不适当行为表

现为经常不带学习用品，上课自顾自做小动作或发呆，教师批评、表扬、 提醒等都无济于

事，作业非常拖拉。了解其家庭情况时发现该生父亲工作时间较长，母亲因为工作关系也

只在周末回家，生活主要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没有文化，对他又百依百顺…… 从小

缺失父母关爱，又没有学习压力的小浩看似什么都无所谓，内心其实很孤独，特别渴望得

到他人的关注和认可。当一部分学生兑换了礼物后，我发现他的眼里满是羡慕。于是，我

找他谈心，了解他的想法，与他一起分析得荣誉币的“ 诀窍”：从简单的事情入手，先做

好每节课的课前准备工作，再完成比较简单的古诗诵读，每节课听课比较认真也有奖励……

听我一分析，他决定试一试。 

第一周，小浩得到了 7分奖励币（5分为“课前准备充分”得的分，2分为“按时完成

了古诗背诵且基本正确”得的分）；第二周，他得到了 10分…… 渐渐地，小浩像是变了一

个人，课前准备工作很充分，作业能按时上交，有时还能在课后延时服务期间提前完成背

诵或默写作业，上课专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荣誉积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品质，活动实施一学年来，班级学生的课堂常规、学

习品质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激发了学生的生命活力，使学生更自信、更主动地参入到学

习活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