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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教育，而教育就是培养人的良好习惯。
家庭是教育的最好教室，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
父母的第一责任是教育孩子。
而教育孩子的第一位就是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教育孩子，先从做一个好父母开始。
做好父母，先从培养孩子好习惯开始。
     本书是第一本成就孩子一生好习惯的经典范例，是第一本父母必读的教子有方的宝典，是第一本系
统探讨培养孩子好习惯的专著。
该书用10个章节将108种好习惯全面收录，分别从孩子的心理、身体、言行、学习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
类总结，可以让阅读者从纷乱的各种习惯中理出头绪，并能循序渐进培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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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篇：让孩子学会思考　　第1种好习惯：怎样让孩子长一双“火眼金睛”？
　　1975年出生的任寰，7岁写诗，9岁发表作品，10岁出版第一本诗集，12岁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
，18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至今已出版诗、文集7部，发表各类文章近500篇，多次获国际、国内文学奖。
　　任寰小时候不爱说话，这与她从小患过敏性哮喘有关。
每次住院、打吊针、输氧，她也不多话。
这种生活使她自然形成了善于用眼睛观察的习惯。
　　任寰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有意识地培养她观察、描写大自然。
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又教她注意观察人物，观察人的心理，进而观察思考社会和人生。
《10岁女孩任寰诗文选》就是她观察、思考生活的结晶。
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称她的诗具有思辨性。
　　任寰的父母在平时也注意指导观察，开阔孩子的眼界，充实孩子的生活。
比如，让任寰观察家里养的花草、小鱼，晚上带停寰观察星空，讲讲简单的星系。
白天观云，看到云的流动，讲一讲“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披蓑衣”等谚语的简单道理。
　　任寰的父母经常引导她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接触生活，观察世界，扩大眼界，鼓励她遇事多问
几个为什么，启发孩子思考问题。
这为任寰后来的成功有极大作用。
　　父母在鼓励孩子勤于观察的同时，还要注意帮助孩子善于观察。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培养观察力的最好方法是教他们在万物中寻求事物的“异中之同，或同中之
异。
”　　父母怎样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呢？
我们的建议是：　　明确观察目的。
观察目的越明确，孩子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观察也就越细致、深入，观察的效果也就越好。
孩子在观察中，有无明确的观察目的，得到的观察结果是不相同的。
比如，父母带孩子去公园，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转半天，回到家里，也说不清看到的事物。
如果要求孩子去观察公园里的小鸟，那么孩子一定会仔细地说出小鸟的形状，羽毛的颜色，眼睛的大
小，声音的高低等。
这样孩子就能有的放矢地去观察，从中获得更多的观察收获。
　　激发孩子观察前的准备。
特别是有关知识的准备，以便让孩子看得懂；同时要激发其求知欲，培养其观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认识事物。
父母可以引导孩子观察他最熟悉的、最喜爱的、特征比较明显的和容易辨认的事物，激发孩子积极观
察的强烈愿望。
　　让孩子见多识广。
观察力的高低与孩子视野是否开阔有关。
孤陋寡闻的孩子缺少实践的机会，观察力必然受到影响。
看到同样一种现象，有的孩子能说出许多，有的孩子却说不上几句，这与孩子学习的情况有关。
知识学得扎实，道理融会贯通，观察问题就比较深刻。
　　鼓励孩子多提问。
不要总认为孩子什么都不懂，孩子的心灵深处绝对不是一片空白，不同年龄的孩子常常会向父母提出
一串串精彩的问题。
比如，“天冷了水为什么会结冰？
”“我是从哪里来的？
”等等。
孩子们的问题有许多是父母们意想不到的，或者觉得可笑、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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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孩子的提问。
有的父母可能会不耐烦地说：“去！
去！
去！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
”也许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也许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回答。
如果是这样，会让孩子感到很扫兴，挫伤乃至磨灭孩子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与思考。
　　教育孩子观察与思考相结合。
在培养孩子观察的同时，还应引导孩子在观察中积极思考，把观察过程和思考结合起来。
科学家看到某种奇特现象，也是要经过一番思考才能有所收获的。
接收信息而不处理信息就没有创造。
父母应该教育孩子养成观察与思考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的观察能力一天天敏锐起来。
　　第2种好习惯：怎样让孩子长一对想像的翅膀？
　　一个早春，周娟女士带孩子去少年宫画画，母子俩兴致勃勃地走在林阴道上。
她告诉孩子春天来了，让孩子看看春天跟冬天有什么不一样。
孩子仰头看看这棵郁郁葱葱的大树，又看看后面几棵还没长出新叶的小树，问妈妈：“为什么春天来
了，有的树换上了绿衣，有的却没有呢？
”母亲鼓励孩子好好想一想。
孩子也许想起今天早上起来找不到衣服穿的情景，于是说：“妈妈，我知道了，春天来了，所有的树
妈妈和树宝宝都要换上绿色的衣裙的，这个树宝宝起晚了，找不到妈妈为他准备好的绿衣服正在着急
呢。
”母亲趁机指着前面那棵依然是枯叶满枝的古树问他：“那又是谁呀，为什么还没换上绿衣裳呢？
”孩子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奶奶，她老了，手僵硬了，衣服穿不上了，她正在焦急地喊：谁来帮帮
我！
谁来帮帮我！
”　　作为父母，周娟女士的做法无疑十分可取。
辈母要善于引导孩子去联想，学会倾听孩子的语言，对孩子的联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是对孩子最
好的激励。
　　一位母亲被一张照片深深地震撼了：一个正在遭受饥饿的非洲儿童的手置放在一只正常人的手掌
上，制造出一种触目惊心的对比。
非洲儿童那瘦小干枯的手简直就不能叫做手，而像“鸡爪”。
母亲连忙叫她八岁的儿子来看。
孩子看后，心情很沉重，躺在屋后的草地上写下了这首《望天空》的诗：“我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躺着
／向蔚蓝蔚蓝的天空望着／把我严严密密的罩着／我要把天空翻转／让它变成一只烧饭的锅／烧出很
多很多的米饭／让全世界忍受饥饿的儿童／永远不再挨饿”。
这首诗获得《中国儿童报》优秀作品奖。
如果没有孩子对苦难中的非洲儿童的深深同情，就不能激发孩子把天空翻转过来变成一只锅的想像。
　　想像力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养。
那么，父母怎样培养孩子的想像能力呢？
　　多让孩子参加有创造性的游戏。
游戏是孩子的主要活动。
父母可以在孩子游戏时鼓励他们自己提出游戏的主题和内容，如果形成了习惯，孩子的想像能力就会
得到迅速地提高。
　　让孩子多接触图画，包括多看和多画。
父母应多带孩子观察大自然和多看知识性趣味性强的图片，这些是孩子展开想像的立足点。
在此基础上教孩子画画，鼓励其把头脑中想像的东西画出来。
开始时父母可以先画一些基本线条，告诉孩子要画什么，再让孩子根据自己的想像把画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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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喜欢画画，父母最好不要代拟主题和内容，要让孩子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这样才能令孩子有广阔
的想像空间。
此外，父母可以画一幅未完成的画，让孩子想像并补画其余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多给孩子讲童话故事。
童话故事适合孩子想像的特点，经常听童话故事的孩子其想像能力比不听、少听童话故事的孩子要丰
富得多。
最主要的是父母讲完后，让孩子马上复述。
孩子可能在复述中有添枝加叶的地方，只要主题大意不变，父母就应该鼓励。
千万不要泼冷水，以免挫伤孩子想像的积极性。
父母给孩子讲故事，有时可讲到一定的地方不往下讲，引导孩子对以后的故事情节进行想像。
比如讲述《曹冲称象》，当讲到该怎样称这陆地上最大的动物的重量时就停住，让孩子想一下，用什
么办法可以称象？
促使孩子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久而久之，孩子就习惯边听，边动脑筋，发展了想像力。
　　让孩子进行“情景描述”。
父母可以经常和孩子做这样的游戏。
例如，父母说：“这是一个下雪天，想想看是什么样子？
”孩子根据他的想像进行描述。
反过来，孩子也可以问父母：“这是一个下雨天，想想看是什么样亍厂此时父母应尽量认真细致地描
述一番，从中给孩子一些启发。
诸如此类的问题有许多。
在想像时孩子的水平会有差别，父母要引导他们讲述更加丰富的內容，让孩子尽情的说出他的想法。
即使他的答案很滑稽，甚至不合逻辑，都不要批评，惟有你的倾听、接纳才能引导出更好的答案。
　　发展孩子的想像力。
首先是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好奇心是人类认识世界、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重要心理品质，是促进想像力发展的重要条件。
如果把强烈的好奇心和科学的想像力结合起来，就会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
其次是培养孩子丰富的情感。
丰富的情感是激发人们想像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
　　第3种好习惯：怎样给孩子一片“破坏”的天空？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给摆弄坏了，就狠狠
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
不料，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
”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
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
这样，修理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
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　　这个故事发生在半个世纪前。
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故事明白无误地告诉父母，要保持孩子的创造性，让孩子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学会创造。
　　创新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
孩子从小展现出来的创新天赋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爱幻想、爱动，而且，没有成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
，他们敢于将大胆的想法付诸实施。
在这些幻想中，蕴含着大量创新的火花，犹如金矿中蕴含着金子。
　　张肇牧从小就聪明异常，考入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后又被哈佛录取。
在众多对他敞开大门的世界著名大公司中，他选择了所罗门金融投资公司，年薪15万美元。
张肇牧也许只是平常人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一个富有爱心和智慧的母亲，在母亲这位人生第一位老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成就一生好习惯>>

的培养下，张肇牧才能焕发出如此夺目的光彩。
　　一天妈妈下班回到家后，刚走近厨房，就嗅到一股怪怪的刺鼻的味道。
肇牧正在厨房里，他看见了妈妈，就直往后退，他努力想用身子挡住身后的一个大钵头。
妈妈过去一看，浓烈的怪味正来源于这个大钵头中的东西。
　　原来，淘气的肇牧竟然把架子上的酱油、醋、料酒、麻油、虾油卤和番茄酱等等，凡是瓶装的液
体流质，统统都倒在一起，调成了黑乎乎的一钵。
　　妈妈顿时就发火了：“你什么不能玩啊？
为什么这么淘气啊？
”肇牧低垂着头，怯怯地说：“妈妈，我想配一种药水，让蚊虫一叮就自己死掉。
”　　尽管这餐晚饭弄得爸爸妈妈前所未有地手忙脚乱，但是他们没有打他，甚至重言重语也没说一
句，孩子虽然做了件傻事，但其中蕴涵着的创造欲是极可贵的。
　　孩子的一举一动都蕴含着创造力，尽管它只是雏形，却又是伟大的。
那么，怎样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呢？
我们的建议是：　　提高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其实，孩子爱搞“破坏”属天性使然，是其创造萌芽的一种体现。
他们对各类陌生事物充满新鲜、好奇，并身体力行，欲用自己双手探求这未知世界。
合理利用孩子这种天性，多方引导、鼓励，孩子的创造萌芽就会得到进一步深化。
反之，老实文静听话的乖孩子，家庭虽少了“破坏”气氛，大人安心，但孩子天性抹杀了，培养出的
孩子多半循规蹈矩，缺少头脑，依赖性强，泯灭了孩子爱动、好奇和勇敢，甚至是冒险的天性。
　　鼓励孩子自己解决问题。
当孩子遇到困难时，父母不要代替包办，直接告诉答案，也不要直接告诉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应提示
引导孩子自己想办法解决。
　　教育孩子女勇于认错、勇于承担责任。
这是科学创造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辅导孩子自己动手。
父母可以经常指导孩子做一些小玩具和小实验．关键是让孩子自己做，并且要一丝不苟地去做。
　　我们还是再来看一看张肇牧的故事。
肇牧十分喜欢做实验性游戏，当听爸爸妈妈说要做有趣的实验游戏时，肇牧非常高兴。
与往常一样，由爸爸说，他动手。
　　“肇牧，从你的玩具中，找出两个同样大的杯子，一个比杯子大的碗或者是锅都行。
”肇牧将三样东西拿来了。
“爸爸，你看行吗？
”爸爸满意地说：“行。
你用锅装些水来，并且将水分别倒进两个杯子，要求两个杯子的水要一样多。
”肇收按示意进行。
然后爸爸问肇牧：“你看两个杯子的水，是不是一样多呀？
”肇牧左看看右瞧瞧，说：“啊，是一样多。
”“你将一个杯子的水倒进锅里，你再看看，是锅里的水多呀，还是杯子的水多？
”谁知肇牧不假思索地给了爸爸满意的答复：“一样多。
”“为什么？
你看锅里的水这么少，杯子的水那么多，怎么是一样多呢？
”肇牧从容地说：“爸爸你看，这是两个同样大的杯子，我倒进的是同样多的水，然后再把这个杯子
装的同样多的水倒进了锅里，因为锅比杯子大，所以看起来锅里水像少些，其实它们一样多。
”　　谁能相信，这是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对液体容量守恒定律如此肯定的回答。
而且思维清晰，语言表达准确、完整！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学教学正进入直式运算阶段，学生们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从低位向高
位顺序运算，惟独肇牧别出心裁从高位到低位进行逆向运算，经老师指出后，他竟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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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问他时，肇牧振振有词：“左边算到右边是爸爸妈妈想出来的窍门。
”　　听他这么一说，爸爸妈妈意识到肇牧虽然违背规律进行运算，却透露出一种萌芽状态的独创精
神。
于是爸爸妈妈在对他的“找窍门”给予充分肯定之后，循循善诱地告诉他，对自己周围的事物要多方
位观察，对思维结果还需验证，验证的标准就是看它的实际效果。
然后，爸爸妈妈与他一起分析逆向运算的弊端。
最后，他口服心服地忍痛割“爱”了。
正是由于小肇牧举一反三的能力，同时培养了小肇牧的思维、判断和推理能力。
　　那么，父母如何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呢？
我们给父母们的建议是：　　创造一个思考的氛围。
这对孩子形成独特的个性，表现有创新意识的思維、举动很重要。
父母不能因为孩子小，需要成人照顾而把他看成是成人的附属品。
孩子也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空间。
有句话说：“什么样的父母教出什么样的子女。
”因此，在父母努力启发孩子创造力时，不要忘了同时培养自己的创造力，使父母成为能欣赏创造力
，并能与孩子创造力互动的主力。
因此，不必在孩子与孩子间制造竞争压力，也不必为了培育创造力，将家庭生活弄得紧张、沉重；更
不必一反常态，变成严肃又过分认真的父母。
真正成功的创造力培养者，是能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像个挚友般地倾听孩子的心声，了解孩
子的举止，知道何时给他掌声，何时扶持他一把，没有命令、没有压抑。
　　让孩子学会思考。
父母在与孩子相处与交谈中，要经常以商量的口气进行讨论式的协商，留给孩子自己思考的余地，要
给孩子提出自己想法的机会。
父母可根据交谈内容经常发问，如：“这两者有什么关系”、“你觉得怎么做会更好？
”、“你的想法有什么根据？
”等问题，以引起孩子的思考。
　　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考的方法。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培养孩子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鼓励孩子凡事常问几个为什么。
父母要不厌其烦地给予正确回答。
对孩子的提问努力表现出兴趣，与孩子一起去思考，去寻求未知的答案，孩子提出问题的欲望就会不
断增强。
　　不要阻止孩子探索性的行为活动。
如孩子为了看个究竟，拆卸了玩具和物品，大人不要生气、谴责。
　　倾听孩子有意义的“瞎说”，允许孩子有“稀奇古怪”的想法。
如遇到交通堵塞的时候，孩子向父母描述他要造一种带翅膀的汽车，如何在天上飞过去时，父母也可
在旁边添油加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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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一本成就孩子一生好习惯的经典范例，第一本父母必读的教子有方的宝典，第一本系统探讨培
养孩子好习惯的专著。
　　——《中国图书商报》　　从没有一本书能如此全面地将好习惯详细地概括出来。
本书用10个章节将108种好习惯全面收录，无疑会让想让孩子养成好习惯的父母们眼前一亮。
本书的10个章节，从孩子的心理、身体、言行、学习等各个方面进行分类总结，可以让阅读者从纷乱
的各种习惯中理出头绪，并能循序渐进培养孩子。
　　——《新文化报》　　习惯是一种多么顽强的力量呀!习惯是人生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它会
帮助我们轻松地获得人生快乐与成功；用得不好，它会使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变得很费劲，甚至能毁掉
我们的一生。
这本书从这一目的出发，从升华习惯、做人习惯，做事习惯、学习习惯，交际习惯等方面阐述了养成
良好习惯的重要性，选取大量有趣生动的事例，运用深入浅出的说理方式，渗透了多种重要的教育思
想，并详细介绍了培养这些习惯的具体做法。
　　——《中国教育报》　　这是一本很好的家长辅导孩子的参考书。
我买了以后，很多朋友看到了都问我在哪买的，都觉得这本书不错，有很高的实际操作价值，能及时
发现孩子出现的问题并及时给予纠正，这也是家长在培养孩子过程中与孩子共同成长的极具价值的教
科书。
建议每个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买一本做为床头枕边书。
　　——新浪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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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就一生好习惯：培养孩子好习惯108法》荣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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