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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天，一位睿智的教师与他年轻的学生一起在树林里散步。
教师突然停了下来，并仔细看着身边的4株植物。
第一株植物是一棵刚刚冒出土的幼苗；第二株植物已经算得上挺拔的小树苗了，它的根牢牢地盘踞到
了肥沃的土壤中；第三株植物已然枝叶茂盛，差不多与年轻学生一样高大了；第四株植物是一棵巨大
的橡树，年轻学生几乎看不到它的树冠。
　　老师指着第一株植物对他的年轻学生说：“把它拔起来。
”　　年轻学生用手指轻松地拔出了幼苗。
　　“现在，拔出第二株植物。
”　　学生听从老师的吩咐，略加力量，便将树苗连根拔起。
　　“好了，现在，拔出第三株植物。
”　　学生用一只手进行了尝试，然后改用双手全力以赴。
最后，树木终于倒在了筋疲力尽的年轻学生的脚下。
　　“好的，”老教师接着说道，“去试一试那棵橡树吧。
”　　年轻学生抬头看了看眼前巨大的橡树，想了想自己刚才拔那棵小得多的树木时已然筋疲力尽，
所以他拒绝了教师的提议，甚至没有去做任何尝试。
　　“我的孩子，”老师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举动恰恰告诉你，习惯对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
”　　我们的习惯就像是故事中的植物一样，幼苗很容易拔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根深蒂固，
越是难以根除。
故事中的橡树是如此巨大，就像是积久形成的习惯那样令人生畏，让人甚至怯于去尝试改变它。
不仅坏习惯如此，好习惯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好习惯一旦养成了，它们也会像故事中的橡树那样，忠诚而牢固。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日常生活中，生活地平平淡淡，事业上举步不前，可是看到别人取得巨大
成就时，往往会羡慕他们的高智商、天赋，或者认为他们天生就具有出色的处事风格。
真的是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吗？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有助于促进自身才能发展和发挥
的良好习惯。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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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债务，这种债务能以不断增长的利息折磨人，使他最好的创举失败，并
把他引到道德破产的地步。
”杰出青少年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拥有良好的习惯！
　　记住：在生活中是否幸福与快乐，是否觉得充实，是否表现得出类拔萃，不在于你是谁，或者你
有什么，它只取决于你想的是什么，拥有什么样的习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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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你自己希望出类拔萃，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那么，你必须明白一点一一你的习惯决定
着你的未来。

 习惯，是“知识”、
“技巧”与“意愿”三者的混合体。
知识指点我们“做什么”及“为什么做”；技巧是指”如何做”；意愿则是“想做”。
要培养一种习惯，这三项缺一不可。

成功者找方法，失败者找理由。
优秀是一种习惯：优秀的人愿意做平庸者不愿意做的事情。
如果你愿意借鉴本书中的理念，在生活中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进而养成习惯的话，这些习惯一定会
使你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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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习惯一　良好的学习思维习惯
　为了在现代社会成功立足就必须要学会学习
　要懂得优先掌握那些与自身成才密切相关的学习内容
　为使学习更为主动要养成合理制订计划的习惯
　在学习中要懂得“循序渐进”，逐渐积累
　改变粗心的态度，培养认真仔细的学习习惯
　不仅要爱读书，还要读好书
　养成用适当的形式写读书笔记的习惯
　掌握在实践中增强记忆力的原则和要领
　主动去学，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
　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保持头脑灵活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敢于提出独创性见解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进行创造性思维
　学会激发自己的灵感，发掘自身潜在的创造力
习惯二　良好的处世习惯
　现代青少年必须要高度重视人际交往
　交友一定要慎重，避免滥交
　把握必要的原则，养成良好的交友习惯
　学会共处，把握好交往分寸
　在生活中要经常诚恳地赞美别人
　努力避免毫无意义的争论，减少人际摩擦
　控制脾气，用理性的态度来面对愤怒
　进行真诚的道歉以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避免骄傲自满，培养谦虚的品格
　远离嫉妒，真诚地和朋友分享快乐
　努力调整自己，改变爱抱怨的习惯
　改变有碍追求和卓越的错误的人生态度
习惯三　充分利用时间的习惯
　为了追求卓越必须珍视时间的价值
　努力把点点滴滴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
　青少年应把握的充分利用时间的窍门
　如何才能养成合理安排时间的习惯
　立即行动，克服办事拖拉的习惯
　培养持之以恒、忘我工作的习惯
　学会专注，培养专心致志的习惯
　努力操纵自己的意志，超越享乐思想
习惯四　自强自立的习惯
习惯五　不断进取的习惯
习惯六　自我约束的习惯
习惯七　健康快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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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智力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智慧和聪明。
它是保证人们有效地进行认识活动的那些比较稳定的内在心理特征的有机结合。
一般说，在青年的成才活动中需要培养的智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注意力5个
方面。
观察力是智力活动的门户。
观察力的培养对青年的学习写成才十分重要。
但观察力的培养并非轻而易举。
青年在观察力的学习与培养过程中，既要学会观察事物的全貌，又要学会观察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
既要观察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又要观察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既要观察事物的相似之处，又要观察事
物的细微差别；既要观察事物比较明显的特征，又要观察事物比较隐蔽的特征。
世界著名作家莫泊桑说过：“要使自己对事物有更深的洞察力，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
意地去观察它，以便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
记忆力是智力活动的仓库。
人们智力结构中的诸要素都离不开记忆力。
培养记忆力，首先是要增强记忆力的敏锐性、正确性、持久性和备用性；同时也应当借助思维的帮助
，通过思维，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建立起必要的联想，这是通向记忆的坚实之路；还要正确对待遗忘
，一方面要掌握遗忘的规律，同遗忘作斗争；另一方面只有遗忘掉那些不必记住的东西，才能牢记那
些必须牢记的东西。
思维力是智力活动的核心。
失去思维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注意力的作用都无从发挥。
青年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
有人曾把青年的学习分为三种不同的水平：记忆的学习水平、理解的学习水平和思考的学习水平。
第一种水平只求记住学习的材料，甚至不惜死记硬背。
第二种水平则要求弄懂学习材料的意义，力求融会贯通。
第三种水平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积极思考，力求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主动去解决问题。
应该说，在青年成才的学习中，这三种水平的学习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就实际的情况来看，还是第一、二种水平的人占多数，第三种水平的人数为少。
因此，对处于前两种水平的人而言，要努力把自己提高到后一种水平上来；否则，成才之路会变得暗
淡失色。
因为“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
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
想象力的作用，在于使人的智力奔放起来，飞腾起来，推动人们去创造，培养想象力，就要不断增强
想象的丰富性、新颖性和独创性。
但是我们又不要去提出那种毫无根据、完全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想象。
只有同现实紧密联系才富有创造性，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
才是科学成才所必需的。
注意力是智力活动的维护者。
注意力的作用在于使心理活动指向、集中或转移到某种客观事物上。
人们的一切智力活动，包括观察、记忆、思维、想象，都只有在注意力的参与下，才能有效地顺利地
进行。
因此，青年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必须善于掌握和调整自己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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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宇宙中唯有一个角落，是你一定可以加以改进的一一那就是你自己。
　　——英国著名作家 赫胥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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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杰出孩子的七个习惯》：优秀、健康和富足都是习惯的产物。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品德，品德决定命运。
杰出青少年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拥有良好的习惯：好习惯是人在神经系统中存放的资本好习惯一旦
养成了，它们也会像故事中的橡树那样，忠诚而牢固。
那些甘愿做习惯奴隶的人，往往是意志薄弱、缺乏自信和魄力的人，他们甘心接受习惯的摆布，而从
未想过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改掉坏习惯也是战胜自我、征服自我的过程。
生活永远属于那些能够战胜自我的强者，强者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培养一些好的习惯，将会给他带来终生的无穷收益。
杰出青少年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拥有良好的习惯!记住：在生活中是否幸福与快乐，是否觉得充实，
是否表现得出类拔萃，不在于你是谁，或者你有什么，它只取决于你想的是什么，拥有什么样的习惯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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