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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

运。”这句广为人知的话也引发了不

少人的思考：究竟是习惯决定性格，

还是性格决定习惯呢？

大多数时候，培养习惯的目标是

根据教育者的期望来制定。与此同

时，我们还应该警惕与孩子本身的性

格不匹配的培养目标，如果不能尊重

孩子的个性、性格，那么反而会影响

孩子的成长，扼杀他的潜能。

曾宁波在评课时指出，应谨慎

设置习惯培养目标，要促进孩子的

思维发展，而非禁锢。在设计目标

和具体实施时，一定要注意“习

惯”和“定势”之间的区别。“拿捏

不好，就变成了千人一面，这是我

们要特别小心的。”

尽管恩荟已经爱上了游泳和轮

滑，但或许，她骨子里还是一个喜欢

安静和思考的女孩。每天，恩荟书包

里都会装两本课外书，利用课间和延

时课来阅读，有时会画画。

詹恂说，其实她更希望恩荟多去

外面跑一跑、跳一跳，不过班主任老

师却劝她，不用非得盯着恩荟多运

动，“她有自己的小宇宙。”一次，恩荟

拿了一幅画回家给詹恂看。这幅画

不是美术课上画的，而是恩荟在课间

完成的。画上画了一只长着翅膀的

长颈鹿，线条清晰，色彩柔和。

徐晶也有过类似的困惑。嘉行

爱上阅读之后，对科普一类的书特别

喜爱，对文学、故事类的书兴趣缺

乏。徐晶有些担心，这样的阅读偏好

会不利于培养儿子的语文素养，于是

去请教了老师，得到的建议是：可以

尝试给嘉行推荐科普科幻类的小

说。这一招果然奏效，妈妈给他推荐

的《太空少年》，一下子就变成了嘉行

的“宠儿”。

“遇到油盐不进的‘铜豌豆’，怎

么办？”曾有家长这样向曾宁波提

问。对此，曾宁波的回答出乎意料：

“铜豌豆”，油盐不进是常态。“懒，包

括一些其他我们认为不好的习惯，可

能就是我们人的天性。”而教育，就是

要把一个自然人变成社会人。

“我们自己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很

听话、很乖、事事让大人顺心的孩子。

关键就是要了解这颗‘铜豌豆’，与他

的心灵对话。从柔软之处入手，才能

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曾宁波说。

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从何下手？
■ 记者 梁童童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习惯”二字的分量。教育家叶圣陶在《学习不光为了高考》一文中提出：“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因此，所有父母都会有意

识地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早睡早起、饭前洗手、勤于锻炼、热爱阅读、待人有礼……覆盖到孩子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成长为父母预期的样子。有家长抱怨，是孩子不听话；也有家长反思，是自己不够耐心；还有家长思考，可能是方法没对，或者预期出了问题。那么，帮助孩子养

成好习惯，应从何下手？

在四川天府新区第六小学（以

下简称“天府六小”），习惯培养作

为学校的龙头课题，包括了“入学

课程”“修身班会课程”“学生习惯

养成手册”等特色项目，促进学生

在校园生活中养成良好习惯。其

中，“修身班会课程”是研究实践的

重要载体。

一堂修身班会课，涉及这样几

个部分：担当设置、故事动心、评价

导向与奖惩强化。对照工作、学习

生活中广泛应用的“5W”原则，几

个元素暗合了其中为什么做、做什

么、谁来做等元素。

每个班都有许多名小担当，负

责管理班级生活中的各项事务。

担当的设置以时间、地点两条线索

为依据，全方位覆盖到孩子们校园

生活的每一处。其中，既有相对固

定的担当，如学科担当，也有较为

灵活的眼保健操担当、牛奶担当

等。把校园生活从一个整体明确、

细化为一件件小事，让孩子们在一

段时间内明确对这一件小事的责

任：这件事情应该做成什么样？监

督同学之前，首先强化自身对其的

认识，在作为担当的这段时间内学

会观察、评价与解决问题，逐渐养

成做好这一件事的习惯。

二（2）班有两名安全担当，由

蔡昊辰和江铭钦担任。一天，江铭

钦找到班主任李桂君，说想要换掉

蔡昊辰，由别的同学来担任安全担

当，因为“蔡昊辰在课间只知道玩，

也不管管安全”。李桂君建议江铭

钦平时多提醒蔡昊辰，再给他一段

时间，看看他能否改变。同时，她

找来蔡昊辰，提醒他安全的重要

性，要认真履职。

一段时间后，江铭钦又跑来找

李桂君，说蔡昊辰最近变得主动

了，“今天，他还主动拉我去走廊，

叫别的小朋友不要拿着牛奶在走

廊上跑。”

更让李桂君惊喜的是，蔡昊辰

的改变还在继续。前两天，在食堂

吃饭时，李桂君发现去还餐盘的蔡

昊辰一脸气鼓鼓的样子，询问之下

才知道，他看见别班的小朋友在食

堂打闹，感到很生气：“在走廊上跑

已经很危险了，食堂里还有小朋友

端着餐盘呢，太不应该了。”

从“不管”到“拉着管”、从走廊

“管”到食堂、从自己班“管”到其他

班，蔡昊辰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

安全小担当。

养成“做什么”的习惯，是家长

和老师都乐于见到的。更可贵的

是，孩子从应该做什么，思考为什

么这样做，再到怎样做更好。

二年级3班的书包柜小担当提

醒同学，整理书包柜时，需要把档

案袋放下面，书包放在上面。“因为

这样放，我们拿书包里的东西更方

便，放得也更稳。”

当孩子切身体会到了养成一

个好习惯的益处，自发去坚持它的

动力就更足。二（3）班的班会课

上，小主持人指出，同学们不应该

为了得到表扬或不挨批评去做事

情。这一点，引发了观课老师们的

讨论：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去做

事，可不可取？

对此，一位老师表示，可以，但

不能只是为了得到表扬才去做

事。“表扬也是正向引导的一种，毕

竟我们成年人也希望得到他人的

肯定。但我们一定要让小朋友明

白，为什么需要做好这件事情，而

不只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

成都市双流区名班主任工作室

负责人、天府六小修身班会课种子

教师导师孙晓晖指出，任何习惯的

养成，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由衷地、

自发地去进行。有些简单、单一的

习惯，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就可以达

到“动心”的效果，但有些习惯，如阅

读和锻炼，需要坚持较长时间才能

收到效果，这时，就需要老师和家长

以奖惩作为辅助，不断地引导和监

督。“先要明确具体的要求，再就是

反复、反复、再反复。”孙晓晖说。

从小，赵恩荟就偏爱炸鸡、奶

油蛋糕、巧克力之类高油高糖的零

食，跟同龄的大部分孩子比起来，

恩荟显得有些胖胖的。妈妈詹恂

不忍心完全断掉恩荟的“快乐源

泉”，就鼓励她动起来。

3 岁学轮滑，4 岁学游泳。如

今，一年级的恩荟已经是一个运动

小达人，但是这两三年的坚持，也

颇为不容易。

“她性格比较温和，也不是胆

大的孩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她其

实很害怕。”詹恂回忆说。学轮滑，

一次次的摔跤是不可避免的，心理

上的恐惧和身体上的疼痛让小恩

荟十分抗拒。游泳也一样，水下的

世界是未知的、可怕的，最初的几

节课，一个小时里恩荟紧张得会去

上五六次厕所，每次重新下水，都

会害怕得哭起来。

但好在每次上课，爸爸妈妈都

会陪着她，不断给她鼓励。掌握一

定技巧之后，恩荟也尝到了运动的

快乐，渐渐地，轮滑和游泳都变成

了令恩荟向往的运动，“坚持”也变

成了“热爱”。

另一个孩子彭嘉行，他的故事

则与阅读有关。天府六小的孩子

们都有一本《幸福的种子》阅读成

长手册，帮助家长带着孩子培养阅

读习惯。

上小学前，妈妈徐晶对于培

养阅读习惯这件事没有很明确的

意识。上小学之后，在老师的建

议下，她试着每天与孩子共读半

个小时以上，有易读的绘本，也

有带拼音的文字书。上二年级之

后，嘉行还尝试着阅读一些没有

拼音的书。

“不带拼音的，难度会大一

些，我会先给他讲前半部分，如

果他有兴趣，就自己尝试着看后

半部分。如果没有理解到，我们

就一起听这本书的音频。”睡前共

读，这样的场景已经持续了两

年。有时嘉行静不下心来，自己

跑到一边去玩玩具，但是又会被

妈妈给妹妹讲故事的温馨氛围吸

引过去。

“我觉得氛围很重要，”徐晶

说，“当我们全家人投入做同一件

事情的时候，这种专注是可以‘传

染’的。”

当妈妈和两个小朋友沉浸在

阅读中时，彭爸爸则在外面的跑步

机上“吭哧吭哧”地锻炼。半年前，

180多斤的爸爸立志减肥，买了跑

步机。那时，徐晶还担心自家跑步

机会不会沦为堆杂物的架子，没想

到，这半年彭爸爸竟然坚持了下

来，到现在已经瘦了40多斤。

“每天晚上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里，我们阅读，爸爸锻炼，虽然不是

一件事，但是都能感受到一种‘我

们都在坚持做让自己变好的事’的

氛围。”

养成好习惯不容易，破坏一个

却不难。打开社交软件，依然能

看到有许多成年人还在努力地早

睡早起，每天阅读、锻炼，健康

饮食，锻炼思维能力……这也从

侧面提醒着家长和老师，在要求

孩子的同时，也要用同样的标准

要求自己。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曾宁波表示，培养孩子的好习

惯，家长和老师首先要做到知行合

一，才能发挥榜样作用，形成氛

围。这不仅能让教育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发生，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同时也是家长、老师自身的

提升。

自从开始与孩子共读，徐晶便

养 成 了 分 享 读 书 心 得 的 习 惯 。

2020年的疫情，让母子三人有机会

共读了很多本书，她在分享中写

道：“阅读的乐趣不仅仅体现在有

趣的故事情节中，同时，还体现在

我们的探讨交流和分享感受的时

刻里。那些书中的童真童趣拂去

了我心灵上的尘埃，让我有幸走进

了孩子的世界。”

学 校
既要明确做什么，也要知道为什么

专 家
尊重个性，

是底线，也是最高标准

家 庭
坚持与反复，是养成习惯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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