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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惯为抓手　为成功人生奠基
姚　绘

江西省安福县赤谷学校　江西　吉安　343200

摘　要：爱因斯坦曾风趣地说：“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那么剩下的就是教育。”然而，教育是什么

呢？叶圣陶先生曾说：“教育，往简单方面说，就是培养习惯。教育即养成。”现在想来，教育应该是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养成

习惯。学校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其实就是改变人生，重塑生命。为此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学校更应该要确立以习惯

为内容的养成教育，这样方能为孩子们成功人生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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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习惯标准，让言行有准则

“欲成方面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

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韩非子云。古人早就告

诉我们，只有在言行举止方面有规矩，方能成其圣。而这个

规矩就是良好的习惯准则。如今的孩子陋习多，诸如吃、喝、

拉、撒等多方面都有着不良的习惯。在乡村，尽管以质朴、

纯情熏陶感染孩子，但当步入学校的时候，孩子不仅需要这

些，还要需要良好的学习、卫生、安全、文明礼貌等习惯。

为此学校应该定出标准，言行准则，引导学生在长期的学习、

生活的实践中养成。

如，在学习、安全、卫生、文明礼貌四项习惯，学校应

该详尽四项习惯的标准，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该怎样为

都有规定。这为学生甚至为教师在言行上都做出规范。假使

这些习惯通过小学六年的养成，成为言行中的一部分，那么

在今后，乃至人生的整个旅途中都会受益无穷，人的品行修

为就会提高，生命就会重塑。

二、以教师之表率，建学生之德行

正人先正己，育人先育己。规范教师言行，让孩子从教

师的品行中构建其品德，完善其人格。因此，学校在抓学生

习惯养成的同时，首先强调了教师的为人师表。从教师的自

身修养入手，在教师的仪表、言谈举止、遵纪守法、关爱学

生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近几年，在规范教师师德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规范，如《教师从教行为若干规定》、《中小学教

师“六严禁”》等教师言行规范，这不仅要求语言文明、举

止文雅，更要放下师长尊严，蹲下来和孩子谈话，营造民主、

平等的交流氛围。这些规范不仅引导教师，同时也潜移默化

地影响孩子们。有名人说，教师的模范行为是推进学生进行

道德实践和行为仿效的人格力量。无疑教师的表率是具有着

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

是的，学生的德行是教不来的，是在学生平时的生活、

学生的实践中逐渐养成。为什么我们常说，你看他就和他父

亲一样，说话、走路简直就是同一人。难道是其父亲教过该

孩子吗？回答是肯定没有。其实这就是潜移默化的作用。教

师是学生经常接触的人，其一言一行都时不时在引导着学生。

为此，教师要用自己的正能量去引领孩子，占领孩子的心灵，

使孩子们养成好习惯，健康地成长，重塑生命，改变人生。

三、以活动为载体，化习惯为生活

好习惯的准则我们可以定出，但关键是这些好习惯如何

化为学生的生活实际。这正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需躬行，要化为常态的习惯就更是艰难。习惯从纸上到生活

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有时候还会出现反复，这需要教师的

耐心恒心。为此，学校要针对学生实际，开展习惯养成教育

的实践活动，通过反复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成为一种自然，

一种需要。学校每个学期要就“学习、卫生、安全、文明礼

貌”四项习惯开展系列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将习惯养成教

育渗透到学习、生活的每个细节，营造“真情实景中的习惯

养成教育”。如开展“捡起一张纸，还校园一片洁净”“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等有效的活动。

四、以评价为导向，促习惯形品行

评价是一种导向，好的评价就能引导生命健康成长。

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挥而就。它是一个实践——修

正——再实践——反复——再修正——形成的过程。评价

在这一过中起着导向的关键作用。为此学校应该结合各种

习惯的养成教育，开展“班级形象评选活动”，如每周评选

一个“学习模范班”“卫生模范班”“安全模范班”“文明礼

貌”模范班。在生活方面，如寝室管理实行“六线一卡一

室” （“六线”即被子、桶子、鞋子、毛巾、杯子线、牙刷

各一条线；“一卡”即每个寄宿学生都有一张床头卡，卡上

写明了学生姓名、班级、家庭住址、家长姓名、联系电话；

“一室”即每周评出“文明寝室”）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

模式有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衣食住行习惯。 此外还开展

“魅力小绅士、优雅小淑女”评选活动。通过开展评选“小

淑女”、“小绅士”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深化学生养成教育，

培养学生知书达礼的高雅行为习惯，严于律己的道德要求

和博爱的精神。

总之，孩子的生命是可塑性的，他需要用良好的养成教

育，促其良好的习惯养成，从而实现生命的重塑，人生的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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