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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养成教育系统著作，科学，严谨，新颖，实用，并附有养成教育的序列细目表
格，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适读对象为广大家长和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教师。
　　本书作者关鸿羽是我国著名教育专家，曾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
台、北京电视台主持养成教育专题节目，深受全国观众欢迎。
　　养成教育是家庭教育核心任务，更是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内容，迫切需要一本权威而高效
的范本，本书适时而生。
本书正式出版前，就受到教育界高度关注，如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说，关鸿羽教授积20年科研与经验
，写成此书，价值甚高，其中突破和创新之处较多，值得称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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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养成教育的基本理论一、什么是养成教育二、什么是习惯三、人的行为模式四、人的行为水
平五、养成教育在德育中的位置六、养成教育的关键期七、养成教育要与时俱进八、养成教育的意义
第二章　养咸教育的內容一、养成教育的内容要规范化二、养成教育内容要细目化三、养成教育的内
容要序列化第三章　养成教育的途径一、各种教育途径必须要协调一致二、学校内部要一致三、家庭
内部要一致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要一致五、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要一致第四章　养成教育的方
法一、训练法二、言教法一、言教法三、身教法一、身教法第二章　养咸教育的內容一、养成教育的
内容要规范化二、养成教育内容要细目化三、养成教育的内容要序列化第三章　养成教育的途径一、
各种教育途径必须要协调一致二、学校内部要一致三、家庭内部要一致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要一
致五、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要一致第四章　养成教育的方法一、训练法二、言教法一、言教法三、
身教法一、身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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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某校老师给学生讲雷锋的故事，说雷锋在旧社会受苦，地主拿柴刀砍雷锋的手，雷锋的手上留下
了“仇恨的伤疤”。
学生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回家对家长学舌，爸爸听完这个故事随口就说：“地主砍雷锋的手，我告
诉你，你要不听我的话，我也拿刀砍你的手!”　　某校老师利用星期天带孩子们去学雷锋做好事，孩
子刚一出门，家长就喊：　“上哪儿野去?”孩子说：“老师让我们去学雷锋。
”家长张嘴就说：“学雷锋?你也不好好看看你那德行，就你这样的还学雷锋，你学马蜂去吧。
”　　家长的话脱口而出，恐怕不觉得这里还有什么教育性。
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教孩子去干坏事，但是，他们的自私、偏狭却向孩子传递了扭曲的价值观和似
是而非的概念。
这和学校的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对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是不利的。
因此，家长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和学校保持一致，家长脑子里应该有一根弦．那
就是随时想着，“我这样做和学校的要求一致吗?”有了这个意识，自然就会和学校教育保持一致。
　　3．向学校正确的教育观念靠拢。
　　由于种种原因，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学校是教育机关，有上级制约；学校开展的教育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体现了正确的教育原则。
因此，家长应该向学校的教育观念靠拢，主动转变教育观念，否则就可能在不正确的教育观念支配下
做出蠢事。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孩子掌握知识，锻炼他们成长，这就要给他们设置点困难，让他们吃点苦
。
对此，有些家长往往不同意，不配合。
某学校带学生去远足，有一位家长给教师写了一张条子，谎说孩子身体不舒服。
老师一问孩子，孩子说了实话。
没办法，家长只得让孩子去了。
于是给孩子准备了熟鸡、肉、水果、罐头、香肠、巧克力、桔子水⋯⋯，真是应有尽有。
这还不算，家长还特意请了假，骑车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学校的队伍，怕孩子受委屈。
到了晚上老师去查铺，发现床底下有一个人，吓了一大跳，原来是孩子的爸爸钻在床底下。
这位爸爸说：“孩子没在外睡过觉，怕他翻身掉下来，我在这儿等着接他呢。
”家长的心是良苦的，可由于观念错了，不但没起到好作用，反而起了坏作用，不利于孩子吃苦耐劳
好习惯的养成。
　　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家长要转变观念，一切从教育出发，从孩子的一辈子考虑，可不要
只为眼前而溺爱孩子。
　　4．虚心向老师请教，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一般来说，教师的教育经验比家长丰富，他们是专门搞教育的，有科学的教育方法，家长虚心向
老师请教，不但可以学到很多教育方法，还可以借用学校的力量教育孩子，从而形成一个合力。
一位家长对孩子挑食、偏食的毛病束手无策，孩子不吃芹菜、韭菜、胡罗卜，甚至连白菜都不吃，家
长很着急，去请教老师。
老师说：“你可用‘评价法’试一下，给孩子画一个评价表，哪天不挑食画一个‘√’，哪天挑食画
一个‘×’。
”家长半信半疑地说：“这是学校里的办法，在家里能灵吗?”老师说，“能灵，您告诉孩子，连得十
个‘√’，由您签上字，让他拿到学校来，我给他换成学校的一面红旗。
”这法子可真灵，家长借用了学校的威望，孩子不到一学期就改掉了挑食的坏习惯。
　　教育孩子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互相配合，但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家长与学校的配合。
如果家长能主动配合学校，那么，对孩子好习惯的形成一定大有裨益。
　　当然学校教师也要主动做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我认为：教师抓了家庭教育可以多许多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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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抓家庭教育就有可能多许多“对手”。
　　教师要取得家长的配合，首先要尊重家长。
现在有一些教师不尊重家长。
衙门作风太厉害。
有点儿事就　　打电话请家长。
过去是当着家长训学生，现在是当着学生训家长。
“你们的孩子是怎么教育的!你们孩子在　　学校偷东西，这和你们家没关系吗?”意思是你们家也有
偷东西的。
开家长会教师越讲气火越大，于是喊：　　“×××家长，站起来!×××家长站起来!”家长说：“
下次开家长会我说什么也不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　　教师这样做怎能调动家长教育孩子的积极性呢?　　教师只有宣传教育理论的义务。
没有训斥家长的权力。
　　教师应该树立服务意识。
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为社会服务。
　　教师应通过家长会、家长委员会与家长进行沟通。
通过家长学校、开放日活动、学校咨询等方式向家长宣传教育学、心理学，指导家庭教育。
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家长的积极性，齐心协力。
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五、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要一致　　目前，社会上还有一蝗不利因素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不利影
响。
正因为如此，这个配合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家长和教师不但要利用社会上的有利因素教育学生，还
要自觉地、主动地抵制不利影响，防止这种影响腐蚀孩子的心灵。
要提高孩子的道德选择能力，如辨别能力、抵制能力、批判能力。
尤其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学会筛选信息、处理信息。
否则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就会被抵消。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开放、改革的时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引进，不可避
免地会有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随之渗透进来，同时也会有一些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无形中对我
们的孩子构成了威胁。
前一阶段，我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黄色的小说、小报、刊物，一些电视、电影也夹杂着不堪入目的边
跳一边接吻、拥抱。
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回答说是跟电影上学的。
　　由于受了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孩子的行为习惯发生了变化，有的参加赌博，有的参加迷信活动
，有的学着挣钱，把买卖做到了学校里。
一个孩子把自己家的电子游艺机搬到学校让同学玩，两角钱一位。
还有的从商店买来计算卡在同学中加价倒卖，有的花钱雇人做值日，花钱雇人写作业⋯⋯　　这些现
象告诉我们：教师和家长要关心孩子的成长，就要关心社会，要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
机地结合起来。
一般说来，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结合比较容易，但一谈到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大家就摇头，感到不
好结合。
认为“大气候”对孩子的影响不好，单靠“小气候”是抵不过“大气候”的。
我们承认现在的社会风气存在不少问题，这是不利因素。
教育不是万能的．要求学校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们认为，教育也不是无能的。
在学校和家庭这个“小气候”下，我们还有许多有利因素，我们仍然可以大有作为。
能够为“大气候”的逐渐转变创造好的条件。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决定意识”，这些往往是“教育无能论”者的理论依据。
我们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的社会虽然有腐败现象，但本质上是好的，是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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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存在都有正、反两方面，而正、反都能决定人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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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原序　　余心言　　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家庭教育的专著《颜氏家训》十分强调教育应当从
小抓起。
颜之推说：　“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則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
”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
，谓法当尔。
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自然’是也。
”　　颜之推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习惯的养咸问题。
我们知道，习惯的力量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
习惯一旦形成之后，没有十倍百倍力量，很难加以改变。
许多人的习惯，终其身也无法改变。
俗话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用唯物主义妁观念去看，这里所说的“本性”当然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也是与
长期形成的习惯有关的。
　　不能把习惯都看成是保守的力量。
许多重要的事情正是靠习惯的力量去完成的。
足球场上，一球飞来，许多神速的反应并不是经过慎重思考，而是由“习惯性的动作”完成的。
晨起刷牙，饭前洗手，这一类卫生习惯使人们一辈子受用。
“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使许多人夺得了更多的时间，也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孔夫子的学问恐怕同他“每事问”的习惯分不开。
诸葛武侯的“神机妙算”同他“一生唯谨慎”的习惯不能说没有关系。
有的人一事当前总是先想到他人，想到集体，而不是先替自己打算，有了这样的‘‘思维定势”，　
　道德品质自然高尚。
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为人处世，就会增大自己的自由度。
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是可以经过努力达到的。
而沾染了满身恶习的人在社会上必然会处处感到别扭，感到压抑，别人不喜欢。
自己也愉快不起来。
　　良好的习惯是可以养咸的，习惯养成之后看上去“如自然”，但是养成的过程却并不是自然的。
一些家长往往说“树大自然直”，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更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
有些人确实在长大成人后变“直”了，改掉了幼时的某些恶习，但这是经过多少痛苦的磨炼，碰了多
少次钉子之后的结果，决不是“自然”的。
为了使我们的后代在成长过程中少付一些不必要的代价，少走一些弯路，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如
何帮助我们子女、我们的学生养成良好习惯的学问。
　　关鸿羽同志用多年时间进行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科学实验，取得很好的效果。
现在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本书。
这对于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项值得重视的贡献，对于广大中、小学及幼儿教育工作者，对于广大
家长都是有益的。
　　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一种流行的偏向是只重视智育(也有实际上是只重视分数而忽视真正的知识和
才能的获得的)而忽视德育。
以为只要有了本事就一定会有饭吃，拿钱多，生活好。
其实这是不尽然的。
旧社会曾经有多少才俊之士穷愁潦倒难展抱负!真为后代的幸福计，还需要使他们具备保卫人民当家作
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觉悟和本领。
再有，还需要解决能不能为人民做好事的问题，如果学了满脑子坏水，最后只能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什么才干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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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同志开始注意了。
另一个问题是，把德育也仅仅看作是有关知识传授的过程。
德育确实离不开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
但是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实际上离不开行为习惯的养成。
现代教育的长处是学科各有分工，使每一门学科的教学能尽可能适合科学自身德体系和学生德认识规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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