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孩子是惯出来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好孩子是惯出来的>>

13位ISBN编号：9787502185640

10位ISBN编号：750218564X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石油工业出版社

作者：张文华

页数：254

字数：24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孩子是惯出来的>>

前言

　　美国作家杰克·霍吉说：“行为变成了习惯，习惯养成了性格，性格则决定了命运。
”原来，命运的基石就是养成习惯的行为。
他把“习惯”比喻为飞驰的列车，惯性使人无法停步地冲向前方。
前方有可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深谷，习惯就是人生的方向盘。
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个习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是家长“惯”出来的。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惯”孩子，这是天性使然。
但是，“惯”需要讲究方式和尺度，否则，就会真的惯坏了孩子。
　　很多家长都会出自本能地爱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爱的体现。
可是，如果错误地理解了这种爱，将这种爱用错了地方，爱得过度以致泛滥成灾，爱得失去了自我，
带给孩子的就未必是好的结果了。
　　比如，有的孩子做事情总是拖拖拉拉，如果家长觉得小孩子就是这样的，放任不管，其结果就是
孩子把今天该完成的事情拖延到明天，甚至遥遥无期，直到被逼无奈，拖不下去时才来赶工。
这种极具破坏性的行为，也是最危险的恶习，它往往使人丧失进取心。
一旦孩子总是遇事拖拉，其惰性就会滋生，拖延的行为就会反复上演，直到变成一种坏习惯。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家长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很多家长都非常清楚坏习惯会给孩子带来危害，但是由于在坏习惯开始出现的时候，一方面
出于对孩子行为的宽容、放任，一方面坏习惯产生的危害还没有开始显现，所以，家长们在自我安慰
中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式——惯着孩子。
可是一旦坏习惯养成，就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改正，而且未必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
　　家长与其等孩子养成坏习惯再去改，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给孩子“惯”出好习惯来。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家长片面地理解了“惯”孩子的含义，觉得“惯”就是娇惯，只能得到“
坏”结果。
其实，只要家长会“惯”，“惯”得好，“惯”得有方法、有尺度，就能给孩子“惯”出很多好习惯
来，这些好习惯会让孩子受益一生。
　　那么，家长怎样做才是会“惯”孩子呢？
　　第一，家长要善于引导孩子。
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他们并不会出于完全的恶意去犯错，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不懂得正确的方法、途
径，只是出于本能和习惯去做，结果导致行为与规范不符。
明确了这一点，家长就要及时引导孩子，让孩子了解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并对此产生兴趣。
引导的前提是理解和尊重孩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真正让孩子从内心做出改变。
　　第二，家长要规范孩子的行为。
当孩子做出不合理举动的时候，训斥、压制、强行制止都不是好办法，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正在形成独
立性的孩子产生较强的逆反心理，甚至和家长对着干。
正确的做法是，在引导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家长态度一定要和蔼，不要让孩子感觉到家长在剥夺自己
的想法，而应让孩子认识到家长是在教给自己更好的方法。
　　第三，家长要适时肯定孩子的做法。
孩子即使犯了错，也会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如果家长先肯定孩子积极的方面，然后帮助孩子纠正错误的方面，就能够引导孩子将事情做得更好。
因为孩子会对家长的肯定感到欣喜，在这种正面心理的影响下，他们对批评和纠正也能更平和地接受
并做出改变。
　　第四，家长要懂得赏识孩子。
赏识教育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赏识带给孩子的内心满足和愉悦是他们做得更好的直接动力。
但是，家长需要注意的是，赏识体现的是对孩子的信任，这种信任要比任何的说教更能起到积极的催
化作用；赏识要有一颗平常心，就是要多看孩子的优点，而不是夸大孩子的优点，让孩子以此为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孩子是惯出来的>>

赏识也是激发孩子兴趣的好方法。
此外，尊重孩子也是赏识的重要内容，家长的赏识会让孩子有被需要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化为行动力
。
　　第五，家长要给孩子锻炼的机会。
任何能力的培养都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尽管孩子会在实践中遭遇挫折，甚至是磨难，但这都是成长必
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成长会产生温室效应——看上去很美，实际却毫无用处。
而且，孩子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实践，能够逐渐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家长要相信孩子的能力，给孩子足
够的机会和信心，让孩子大胆去尝试。
　　本书正是通过解答“为什么好孩子是‘惯’出来的”这一问题开篇，引导家长朋友们走进孩子的
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想法和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介绍给家长朋友们一些行之有效的“惯”出好孩
子的方法。
此外，还列举大量身边的事例加以佐证，并介绍一些解决涉及“惯”孩子问题的具体做法，希望尽可
能地给家长们提供一些思路，帮助家长们多给孩子“惯”出一些好习惯，让孩子从中获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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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孩子是不是“管”出来的？
孩子到底能不能“惯”？
家长怎么“惯”才不会把孩子惯坏？
惯”孩子要把握怎样的尺度？
⋯⋯要“惯”出好孩子，家长需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想法和需要。

　　本书向家长朋友们讲述了如何“惯”出好孩子，提出了“惯”出好孩子的新的教育理念。
“惯”不是娇惯孩子，不是放任、纵容孩子，而是顺着孩子的思路，采用引导和培养、规范和纠正、
肯定和鼓励等方式来约束孩子的一些行为，使孩子养成有利于健康成长的好习惯。
这种以引导为前提，以约束为准绳，以养成好习惯为目的的“惯”，才更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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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克·霍吉把“习惯”比喻为飞驰的列车，惯性使人无法停步地冲向前方。
前方有可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深谷，而习惯就是人生的方向盘。
对孩子来说，养成好习惯就能掌控好医生的方向盘。
家长一定要把握好“惯”的分寸，让孩子“惯”出好习惯，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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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好孩子不是“管”出来的，是“惯”出来的
　好孩子不是“管”出来的，因为“管”本身就含有教训的意味，而这正是孩子逆反心理产生的根源
。
同时，“管”还意味着替孩子做主，替孩子设计未来的路，等等，有更多家长主观的东西在里面，这
些主观的东西会磨灭孩子的个性和追求，对孩子无益。
相反，“惯”则是顺着孩子思路的引导，进而逐步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1.好孩子为什么是“惯”出来的
　2.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
　3.“惯”其实就是特殊的“锻炼”
　4.生活太安逸的“独一代”更需要“惯”
　5.“惯”孩子要把握度
第二章 想“惯”出好孩子，请先进入孩子的世界
　孩子虽然小，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样需要理解和尊重。
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结果导致虽然他们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孩子，可就
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原因就在于，家长没有走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不了解孩子究竟是怎样想的，需要的是什么。
其实，家长只要懂得了这些，“投其所好”，就能“惯”出好孩子。

　1.孩子很柔弱也很强大
　2.冒险精神：每个孩子都是哥伦布，喜欢寻找“新大陆”
　3.想象力：孩子们的眼中都有一盏“阿拉丁神灯”
　4.好奇心：孩子每天都有无数个“为什么”
　5.顽皮：顽皮好动的孩子并没有“多动症”
第三章 循序渐进，好性格需要慢慢“惯”
　孩子的性格除了先天的遗传因素外，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培养。
而任何性格的养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长时间、循序渐进地培养。
因为在培养性格的过程中，一方面家长要激发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孩子要不断通过实践活动验证和
巩固某方面的性格，使之固定下来并加以保持和发扬。

　1.独立性：从小让孩子自己睡一间房
　2.竞争意识：把孩子放到孩子之间的竞争中去
　3.责任心：让孩子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4.原则：孩子犯错了，一定要有惩罚措施
　5.勇气：孩子做不到的事情，要让他去尝试
　6.诚实：教育孩子不能撒谎
　7.合作：培养孩子与其他孩子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8.自控：孩子喜怒无常时，让他自己调节情绪
　9.自主性：让孩子自己决定做什么、怎么做
　10.自理能力：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1.理想：让孩子更早地有目标和理想
第四章 “精兵强将”是从挫折中“惯”出来的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挫折是困难，更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加强大的机会。
对孩子来说，体验挫折是他们的权利，因为这是为完善他们的性格，健全他们的人格，强化他们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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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他们的意志所必须完成的经历。
而且，能力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养成的，“惯”出孩子的良好心态，是从挫折中获益的第一
步。

　1.告诉孩子，挫折也是一笔财富
　2.乐观心态：就算是挫折，也要让孩子乐观对待
　3.娇气：别管他，让他晒晒太阳、淋淋雨
　4.心理独立性：孩子说被小朋友孤立了怎么办
　5.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孩子被嘲弄时，让他自己解决
　6.决策能力：鼓励孩子遇到事情自己做决定
　7.正面自我暗示：别人否定孩子，孩子要自知优点
第五章 随时随地学习，浇“惯”孩子的头脑
　学习是一个人一生都要做的事情。
对孩子来说，他们的学习不光是学习知识，更是学习如何立足于社会，并更好地生存的本领。
而且，这个阶段的学习是为以后更大范围、更广阔领域的学习打基础的阶段，所以，显得尤为重要。
在孩子看来，眼前的世界充满了未知和神奇，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去探索，家长要做的就是
引导孩子产生兴趣并不断坚持下去。

　1.兴趣培养：让孩子从对学习感到厌烦到对学习感兴趣
　2.注意力：写作业时不要让孩子看电视
　3.寓教于“游戏”：用游戏去“诱惑”孩子学习
　4.细致：让孩子发现试卷上哪些题目不该错
　5.观察能力：让孩子丢掉书本，学会观察外面的世界
　6.创造力：让孩子大胆想象
第六章 好孩子“惯”出来，这个“惯”是习惯
　人们做事的很多方式都是遵从习惯而为的，这个习惯是长期养成的。
好习惯得到好结果，坏习惯得到坏结果，或者得不到任何结果。
对孩子来说，从小培养好习惯将会使他终生获益。
对家长来说，“惯”孩子就是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而不是娇惯出他们的坏习惯。

　1.阅读习惯：需要引诱
　2.坚持：每天让孩子做一些体育锻炼
　3.勤劳：家务活琐碎，孩子也要分担一些
　4.吃苦耐劳：让孩子养成不怕吃苦的好习惯
　5.爱整洁：“杂乱”孩子大变身，“惯”出爱清洁的好习惯
　6.独立思考：这是为什么？
让孩子自己去思考
第七章 “惯”出小富翁的财商
　财商是不亚于智商和情商的成功因素，在今天这个经济主导型的社会里，财商更加体现出其决定性
的作用和价值。
对家长来说，从小培养孩子的财商，“惯”出他们会理财的好习惯，是为他们以后的人生积累更多财
富的最佳选择。

　1.孩子为什么要学会理财？

　2.钱的来源：让孩子帮妈妈去取钱
　3.钱的作用：让孩子去打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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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活中的理财：引导孩子自己支配零花钱和压岁钱
　5.关于预算：让孩子拿自己的钱去买玩具
　6.关于金钱管理：给孩子设立一个小账户
第八章 好孩子都要习惯“爱”
　爱是永恒的主题。
但是，爱自己和爱家人、爱他人、爱集体、爱社会、爱国家、爱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
爱自己更多出自于人的本能，而将这种爱延伸开去，就能体现人间的大爱，体现一个人高尚的品德和
情操。
这种爱也就会转化为一个人自身的修养和魅力，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赞誉。

　1.敬老：让孩子多跟老人相处
　2.爱动物：让孩子养一种动物
　3.种植花草：让孩子体会来自生命的感动
　4.同情心：妈妈生病了，让孩子来照顾
　5.友谊无价：让孩子交更多的朋友
第九章 父母赏识，“惯”出孩子无与伦比的幸福和快乐
　来自父母的赏识是孩子不断进步和提升自己的直接动力。
但是赏识要有度，要恰到好处，要源于实际，要充满理解和宽容，这样的赏识给孩子的是信任、理解
、尊重、赞扬、鼓励，这种能够满足孩子内心需要的赏识，可以让孩子在获得动力的同时看到更多的
美好的事物，体验更多的精彩，获得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1.赏识是父母对孩子的信任
　2.赏识要有一颗平常心
　3.引导：孩子有什么兴趣可以正确引导
　4.隐私：“我”的日记不要动！

　5.鼓励：让孩子感受更多美好
　6.听话或不听话：孩子可以“不听话”
　7.缺点：父母也有缺点，应包容孩子的缺点
　8.“面子”：孩子也有“面子”，也需要尊重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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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好孩子不是“管”出来的，是“惯”出来的　　好孩子不是“管”出来的，因为“管”本
身就含有教训的意味，而这正是孩子逆反心理产生的根源。
同时，“管”还意味着替孩子做主，替孩子设计未来的路⋯⋯有更多家长主观的东西在里面，这些主
观的东西会磨灭孩子的个性和追求，对孩子无益。
相反，“惯”则是顺着孩子思路的引导，进而逐步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1.好孩子为什么是“惯”出来的　　好孩子的好习惯是怎么来的？
　　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强强一年级放暑假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给他所在班的同学们留了一项家庭作业——“每天为家里
做一件家务”，还要求家长配合做记录并给孩子的作业评分。
强强的妈妈听到以后很高兴，觉得老师的这项作业很有教育意义，他们原来也教过强强做家务，可一
直没有坚持下去。
没想到强强却犯了愁，愁眉苦脸地对妈妈说：“妈妈，老师让小朋友每天做一项家务，可是我什么都
不会，怎么完成作业呀？
”　　妈妈笑着对他说：“不会没关系，爸爸妈妈都可以教你呀。
”　　“那我能做好吗⋯⋯您会给我评高分吗？
”　　“你那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的。
你如果做得好妈妈当然会给你评高分。
而且，你能分担妈妈的辛苦，妈妈也会很开心的，你想不想让妈妈开心呀？
”　　强强开心地说：“当然想了，一会儿到家你就教我吧，我好好干，让妈妈开心。
”　　回到家，妈妈就给强强制订了一个家务计划，先从扫地、倒垃圾等简单易做的小事做起，再到
洗拖鞋、擦车等难度稍大一些的事情。
虽然有时候他也不太情愿，需要妈妈一催再催，但时间长了，他就有了做家务的意识，再想起自己的
“作业”，就有了责任感。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次妈妈顺手把垃圾丢掉，强强还会问：“咦？
垃圾没有了？
谢谢妈妈帮我倒垃圾。
”看来，孩子已经把家务活当成他自己的任务了。
妈妈觉得，他在这个假期中长大了不少，自己也从心里感觉轻松了许多。
暑假结束后，强强依然承担着家里的部分家务，看来做家务的好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宁宁大便以后在厕所里大叫：“我上完厕所了，快给我擦屁屁。
”　　奶奶急急忙忙地边跑边说：“来了来了。
”　　爸爸喊道：“自己擦，都四岁了还让别人给你擦，不害羞吗？
”　　宁宁理直气壮地说：“可是，我不会呀。
”　　奶奶转脸责备爸爸说：“他不会，别让他自己擦了，我去给他弄，自己的孙子，不嫌脏。
”　　通过以上两个事例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孩子的好习惯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不是常说“孩子是一张白纸”吗？
任何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之所以后来性情各异，除了遗传因素外，家长后天的培养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但是，就习惯而言，似乎与遗传没有太大关系，而完全在于后天的培养。
　　对孩子来说，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因为任何习惯、技能、知识都是孩子的盲区，都需要从“不会”到“接触”，再到“会”，最后养成
“习惯”的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孩子总拿“不会”当借口，那么等于是不断拒绝来到自己身边的机会，直到最后彻底错失机会。
这也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孩子性情乖张，行为不合常理，大毛病、小毛病却不少的原因。
　　当然，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习惯的养成更依赖于家人的培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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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长都会“惯”自己的孩子，但是“惯”会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家长放任、纵容孩子的行为，孩子就会因为多次重复而形成某种习惯，但是因为孩子太小，缺乏
是非判断的能力，他们无法区分怎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而放任和纵容多半会给孩子养成坏习惯，比如
懒惰、拖拉、缺乏责任感、不尊重人等。
　　家长如果采取引导、规范、纠正、肯定、表扬、鼓励等方式来约束孩子的一些行为，孩子的好习
惯就会因为长期坚持而形成。
因为成人是有是非标准的，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合理的，是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所以，在这个前提
下约束孩子，会有利于孩子好习惯的养成。
　　相比较前者毫无原则的娇惯，后者给孩子培养好习惯的“惯”则是一种在原则基础上，以引导为
前提、以约束为准绳、以养成好习惯为目的的“惯”，这种“惯”显然更有积极意义。
　　事实上，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它们的养成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是一两次或者一两天
就形成的。
但不同的是，坏习惯的养成是家长缺乏对孩子行为约束的结果，放任、纵容是罪魁祸首；好习惯则是
家长严格约束孩子行为的结果，这其中引导、规范、纠正、肯定、表扬、鼓励是必不可少的。
　　而后者之所以会养成孩子的好习惯，是因为针对孩子错误的行为，家长首先要引导他向正确的方
向转变，然后规范他，让他回归正确的轨道，懂得对与错的标准，孩子也就知道之前的行为是不合理
的；其次，家长要纠正孩子的一些错误做法，让他不仅回归正确的轨道，而且能够做出正确的举动；
再次，对孩子正确的做法，家长应给予肯定，对孩子任何小的进步都给予表扬，鼓励孩子坚持并做得
更好。
　　当然，孩子的一些做法本身就是正确的，家长也需要加以肯定、表扬、鼓励，让孩子将这种正确
的做法固定下来，并形成一种好习惯。
拥有好习惯的孩子就应该被定义为家长眼中的好孩子。
　　好孩子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惯”——引导和培养的结果。
　　要“惯”出孩子的好习惯，需要家长引导、规范、纠正、肯定、表扬和鼓励。
　　2.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　　判断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
　　对孩子来说，好与不好的区别是什么？
　　每位家长都希望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孩子。
但是，什么样的孩子算是好孩子，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恐怕在家长们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这个答案可能会千差万别，却是家长根据自己的体验或者参照周围成功人士的模式勾勒出来的，寄托
了他们的期望和梦想。
于是，在这个答案的指引下，家长们前赴后继地奔忙在培养孩子的路上。
他们就像个胸有成竹的雕刻大师一样，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按照自己心中的目标来完成花费一生心
血的作品。
最终的结果是，有的作品成功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的作品失败了，体现不出任何价值来，
甚至被社会所遗弃。
　　尽管每位家长心中好孩子的标准不尽相同，但有一些特征还是共同的，比如：听话、诚实、懂事
、不懒惰、学习好等。
诚然，在好孩子身上基本上都会具备这几项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具备了这几项特征就一定会是好孩
子。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一些家长对好孩子标准的定义是失之偏颇的，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此，要解决什么是好孩子的标准问题，就要先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家长心目中认为的好孩子
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孩子？
　　(2)家长如何培养出好孩子？
　　关于第一个问题，显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从前，有四个妇女在井边打水时夸奖起各自的儿子。
第一个妇女说她的儿子很会唱歌，是四乡八寨的歌王；第二个妇女说她的儿子学问大，私塾先生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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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状元的材料；第三个妇女说她的儿子是大力士，能摔倒一头大水牛；最后一个妇女很不好意思地说
，她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只是个老实的孩子。
说来也巧，四个母亲挑着沉甸甸的一担水，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她们心爱的儿子们。
第一个妇女的儿子看见了气喘吁吁挑着水的妈妈，便引吭高歌，展示自己的歌喉；第二个妇女的儿子
也看见了汗流满面挑着水的妈妈，他也吟诗咏经，展现自己的出众才华；第三个妇女的儿子同样看见
了筋疲力尽的妈妈，他举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显示自己无人能比的力量；第四个妇女的儿子看到步
履蹒跚的妈妈，飞快地跑过去接过母亲的担子，乐呵呵地陪着母亲往家里走⋯⋯　　这或许是个杜撰
的故事，却很值得玩味。
四个孩子在各自的母亲心中都是好孩子，因为他们都有让母亲自豪和夸耀的本事：一个极有天赋、歌
声悦耳；一个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一个身强体健、力大无比；一个尽管没有突出的才能，但是很老
实，在母亲心中是听话的乖孩子。
但是，从孩子们的表现来看，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至少前三个孩子都难以称得上是好孩子，因为他
们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在心上，看到辛劳的母亲第一反应不是上去帮母亲一把，而是忙着展示自己。
相比而言，第四个孩子可以算是好孩子。
　　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好孩子的最起码标准是要有好品德。
“品德是立身之本”，没有好品德，人生的大厦就等于没有地基，倾覆不过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其实很明显。
很多家长因为心中有好孩子的标准，于是会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培养孩子，直到孩子变成自己
希望的样子。
这样做的结果，很显然扼杀了孩子的天性，也就等于扼杀了孩子的自主意识和创造性，而这一点恰恰
是现代人才竞争的最大砝码。
令人遗憾的是，家长们的想当然制造了一大批看上去很美，却总是让人心里觉得别扭的盆景。
事实上，这些幼株原本是可以长成与众不同的、具有自己独特美的盆栽的。
因此，家长要想培养出好孩子，首先得尊重孩子，让孩子的天性和特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而不是
把自以为正确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并改造孩子成为自己希望的那种人，而不是孩子可以成为的那
种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家长培养好孩子的两个基本原则，至于好孩子的具体标准，因为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的个性差异，都有来自不同家庭氛围的个性塑造，也无法给出统一的标准，我们可以参照一
下美国学者里恩提出的十五条鉴别优秀儿童的标准：　　（1）知识和技能：具有基本技巧和知识，
能够应用这些技巧解决具体问题。
　　（2）注意力集中：不容易分心，能在充分的时间里对一个问题集中注意力，以求得解决的办法
。
　　（3）热爱学习：喜欢探讨问题和做作业。
　　（4）坚持性强：能把指定的任务作为重要目标，用急切的心情去完成它。
　　（5）反应性好：容易受到启发，对成人的建议和提问能做出积极的反应。
　　（6）理智的好奇心：从自己解答问题中得到满足，并且能提出新问题。
　　（7）对挑战的反应：乐意处理比较困难的问题和作业，并进行争论。
　　（8）敏感性：具有超过年龄的敏锐的观察力。
　　（9）口头表达的熟练程度：善于正确地运用众多的词汇。
　　（10）思想灵活：能够及时摆脱自己的偏见，用他人的正确观点看问题。
　　（11）兴趣广泛：对各种学问和活动都感兴趣，像艺术、戏剧、书法、阅读、数学、科学、音乐
、体育活动和社会常识等。
　　（12）独创性：能够用新颖的或者异常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13）想象力：能够独立思考，富于想象力。
　　（14）关心集体：乐于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助人为乐，与他人融洽相处，对别人不吹毛求疵。
　　（15）情绪稳定：经常保持自信、愉快和安详，有幽默感，能够适应日常变化，不暴怒。
　　让孩子成为他们可以成为的人，而不是家长希望他们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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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培养好孩子的基础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
　　3.“惯”其实就是特殊的“锻炼”　　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坏习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如果家长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的习惯对其性格形成和心理健康影响巨大。
比如：孩子凡事依赖家长，从不自己做主，那性格就会变得被动，缺乏主见，而心理上则对未知、新
鲜的事物产生畏惧，害怕去尝试。
反过来，这样的性格和心理又进一步加深他们依赖的行为方式，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孩子自主性、独立性很强，那他的性格就会很开朗、大方、勇敢，心理上也会愿意尝试，
充满了开拓精神。
反过来，这种积极的心理和性格又推动了良好习惯的形成和巩固，变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由此可见，习惯所起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习惯决定孩子的未来。
这个习惯就是习以为常的行为，是一种稳定的自动化的行为，是经过反复练习而养成的语言、行为、
思维等模式，它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稳固链接。
教育家叶圣陶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得更深刻、更形象：好习惯是人在神经系统中存放的资本，这个资本会不断
地增长，一个人毕生都可以享用它的利息。
而坏习惯是道德上无法偿还的债务，这种债务能以不断增长的利息折磨人，使人最好的创举失败，并
把人引到道德破产的地步。
　　孩子是一张白纸，做画的人是家长，最终会呈现在世人面前一幅怎样的作品，决定权在家长手中
。
更确切地说，是看家长培养了孩子的好习惯，还是娇惯出了孩子的坏习惯。
可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家长陷入了一个教育的误区：他们以为对孩子好，让孩子少吃苦多享福，娇惯
着孩子，就是疼孩子、爱孩子，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疼、爱、娇惯却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
害，原因就在于这种过分的爱变相剥夺了孩子经受锻炼、获得某些能力的机会，而当将来需要这些能
力的时候，孩子却一无所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所以，家长的爱没有错，错的是选错了方法，没把握好尺度。
　　很多家长会以孩子小为理由，觉得孩子弱小，正是需要自己的时候，于是事事代劳和包办，结果
孩子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家人的服务，全然不知属于自己的大好机会已经走过、路过也错过了。
其实，任何能力和习惯都是从小培养的，既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培养，也要从小事入手培养。
家长要想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就必须走好以下几步：　　第一步：家长明确思想，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才能给孩子带来好机会。
　　如果家长认识不到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对孩子的重要意义，那孩子的一生注定会是失败的一生。
还有家长把教育孩子的希望寄托于学校和老师，也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学校不可能针对每个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老师要管理几十个学生，也不可能把精力放在某一
个或者几个孩子身上。
正所谓“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完全可以简化为：习惯决定命运，好习惯
带来好命运，坏习惯注定一事无成。
　　第二步：提高认识，引导孩子产生对某种好习惯的兴趣。
　　很多家长很容易给孩子养成许多不良习惯，之所以这些不良习惯那么容易养成，是因为孩子本身
就对产生这些习惯的事物感兴趣。
比如，孩子爱吃零食，如果不加以控制，孩子就会养成吃零食的坏习惯，导致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孩
子依赖心比较强，家长如果事事替孩子做，那孩子就会习惯于坐享其成，越来越依赖。
由于孩子本身感兴趣，再加上家长不愿意、不忍心违背孩子的意愿，并把这一切当成是一种对孩子的
爱，所以孩子的坏习惯养成得非常容易。
　　而孩子好习惯的养成则要困难得多，一方面家长首先要纠正孩子的不合理的意愿（比如阻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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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零食），另一方面家长要将一种好习惯坚持一段时间并最终使之变成自觉行为。
所以，家长首先要提高认识，引导孩子对某种好习惯产生兴趣，并监督孩子坚持下去，直到最后形成
。
　　第三步：明确孩子的行为规范，提出孩子养成某种良好习惯的具体要求。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一定要非常明确。
否则，孩子会对概念产生混淆，不利于孩子更好地将行动落实到具体要求上。
比如：家长要养成孩子有礼貌的好习惯，就必须明确要求孩子与他人见面时要打招呼；要正确地称呼
别人；要对别人的帮助表示感谢；分别时要说“再见”⋯⋯有了这些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孩子就知道
怎么做了，这非常有利于孩子有礼貌的好习惯的养成。
　　第四步：养成好习惯需要坚持不懈，才能由被动到主动再到自动。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拉施里的动物记忆实验，一种行为重复21天就会变为初步的习惯，重复90天会
形成稳定的习惯。
也就是说，初步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而形成一个稳定的习惯需要90天。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
不同的行为习惯，形成的时间也不相同，总之是坚持的时间越长，习惯越稳定。
　　第五步：让孩子及时体验好习惯带来的好处。
　　培养好习惯用加法，改正坏习惯用减法。
家长想让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就应千方百计地引导他把好的行为不断地重复，重复的次数越多
，好习惯越稳固。
同时，让孩子及时体验到习惯的效果，这样更有利于习惯的养成和改进。
比如，孩子养成了有礼貌的好习惯，并得到了大人的表扬、奖励，孩子感到了内心的愉悦，于是更加
坚定了养成有礼貌的好习惯的想法。
　　第六步：家长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氛围，并让这种氛围成为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支持力量。
　　未成年孩子的行为更多来自于模仿，所以，家长的行为很重要，家庭环境也很重要。
有了家长给孩子做出的正确示范，孩子就能在其影响和感染下养成好的习惯。
21世纪是两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世纪，习惯养成的过程同样会体现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特
点。
培育优良家规、家训、家风的方法，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选择，但只有家长与孩子共同遵守，规范才能
落到实处，尤其是家长以身示范效果更佳。
　　习惯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
家长必须认识到好习惯对孩子一生的影响。
　　要让孩子养成好习惯，家长必须在做好表率的同时，监督孩子坚持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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