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13位ISBN编号：9787302314769

10位ISBN编号：7302314764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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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前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套系统的养成教育专著，是作者经过八年的养成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一个总结和理论提升
，同时注意到读者的需求，行文尽量通俗易懂。
因此，本书既是教师和父母实施养成教育的助手，也是学生培养良好习惯的帮手。

本书写作时间较长，经过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审定，被列为全国养成教育实验学
校（幼儿园）的通用教程。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养成教育的基本理论、内容以及习惯培养方案；第二部分侧重
介绍与学生当前学习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习习惯，突出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在校学习的习
惯以及形成自己的学习风格。
内容详实、丰富，兼具理论性、可读性及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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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格，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育专家，现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教育内涵改革整体解决方案首席专家，教育作品有《教育是一种大智慧》、《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教育是没有用的——回归教育本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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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人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水平 人的行为从方向上可分为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从行为方
式上可分为定型性行为和非定型性行为。
 上图实际也呈现了习惯与人格的关系，良好的习惯是形成和完善良好人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不良的习惯也正是形成不良人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的行为有四个层次，依次为被动性行为、自发性行为、自觉性行为和自动性行为。
这四个层次是依次递进的，实际上也揭示了习惯养成的四个阶段，到最后一个行为层次即自动性行为
阶段时，也就是养成习惯了。
养成良好的习惯就是行为的最高层次。
 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刚进幼儿园的三岁小孩儿，从前习惯了被家人抱着走或背着走，对
老师提出的“自己走”的要求，他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被动。
表现出“内力不足，特别需要外力”的特点。
他对为什么要自己走还没有认识。
在幼儿园里，老师提醒了，他就会自己走；离开幼儿园，没有老师的提醒，他就不会自己走了，还是
要家人背或者抱着。
 第二阶段：自发。
表现出“既需外力也需内力”的特点。
通过老师的教育，他对“自己走”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经常需要一定的情境提
醒和外部监督。
比如父母送他上幼儿园，出门时他会要求被抱着或背着，但在门口看到老师时，他会意识到自己的行
为不恰当，很快就下来自己走了。
 第三阶段：自觉。
特点是“不需外力，但还需内力”。
他坚持一段时间后，不需要接受老师和父母的监督，基本上能够做到自我要求和自我控制了，偶尔会
有反复，需要自己的意志努力，说服自己要自己走，但还不是自动的行为。
 第四阶段：自动。
特点是“既不需靠外力，也不靠内力”。
他既不需要老师和父母的监督，也不需要自己的意志努力，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愿意自己走
，自己走成为一种自然的、自动的行动，即形成了一种习惯。
 这四个阶段与养成教育经过的阶段是吻合的。
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通常就需要经过从被动到自发，再到自觉，最后到自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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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人的全面成长过程中，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必须渗透到各种教育中去，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教
孩子怎样做人的任务，所以，养成教育应当是每一位教师和家长都应掌握的教育艺术。
——徐惟诚（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养成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是
改进德育的重要方面。
——陶西平（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习惯是人生之基，而基础水平决定人的发展水平。
大量事实证明，习惯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也可以导致失业的成败，最根本的教育就是养成教育。
——孙云晓（著名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
它是教给少年儿童终身受益的东西，与素质教育紧密相关。
——关鸿羽（著名教育专家，北京普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求真务实
，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时期，是对他们进行道德情操、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的最佳时期。
——陆士桢（著名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教授）智育是良好的思维习惯，德育是细小
的行为习惯，素质教育更加体现在人的细小的行为上。
——程鸿勋（著名教育专家，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教授）父母的行为习惯就是孩子
学习的一本教科书。
——张梅玲（著名心理学家，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培养习惯有利于“知行合一”的实现。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养成习惯才能把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真正的品质；第二，习惯
培养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既有道德实践的过程，也是道德再认知的过程。
——徐岫茹（著名心理咨询专家，中国健康教育所研究员）正如大教育家所说，智育不好是次品，身
体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
因此德育必须从小培养，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培养习惯，无论是道德习惯还是学习习惯。
——孙蒲远（著名教育家，北京特级教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编辑推荐

《教育就是培养习惯》编辑推荐：资深教育家林格写给家长们的第一本习惯养成家教书;新浪读书超百
万点击量图书;全国养成教育实验学校通用教程;优等生成功的两个关键内因是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学习
个性;养成好习惯需要用加法；矫正坏习惯则需要用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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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人的全面成长过程中，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必须渗透到各种教育中去，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教孩
子怎样做人的任务，所以，养成教育应当是每一位教师和家长都应掌握的教育艺术。
——徐惟诚（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养成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是
改进德育的重要方面。
——陶西平（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习惯是人生之基，而基础水平决定人的发展水平。
大量事实证明，习惯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也可以导致失业的成败，最根本的教育就是养成教育。
——孙云晓（著名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
它是教给少年儿童终身受益的东西，与素质教育紧密相关。
——关鸿羽（著名教育专家，北京普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求真务实
，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时期，是对他们进行道德情操、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的最佳时期。
——陆士桢（著名教育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智育是良好的思维习惯，德
育是细小的行为习惯，素质教育更加体现在人的细小的行为上。
——程鸿勋（著名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原学研究室主任）父母的行为习惯就是孩子学习的
一本教科书。
——张梅玲（著名心理学家，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培养习惯有利于“知行合一”的实现。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养成习惯才能把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真正的品质；第二，习惯
培养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既有道德实践的过程，也是道德再认知的过程。
——徐岫茹（著名心理咨询专家，中国健康教育所研究员）正如大教育家所说，智育不好是次品，身
体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
因此德育必须从小培养，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培养习惯，无论是道德习惯还是学习习惯。
——孙蒲远（著名教育家，北京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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