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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

前言

有个孩子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喊醒爸爸妈妈后自己去跑步，不管刮风卞雨寒假暑假天天如此。原来身
体健康很简单，只要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就可以了。有个牧场主人，叫他孩子每天在牧场上辛勤工作，
朋友对他说：“你不需要让孩子如此辛苦，农作物一样会长得很好的。”牧场主人回答说：“我不是
在培养农作物，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原来教育孩子很简单，只要养成吃苦的好习惯就可以了。国
王要选一个接班人，给每个孩子发了一颗种子，谁的花开得最好最鲜，谁就可能做接班人。一个月后
，国王去每家视察，每个孩子都拿出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国王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直到听见一个
孩子在哭泣，因为他的种子至今没有发芽，他伤心地哭了，国王蹲下身体，摸着这个孩子的头，面对
全城的人宣布，他就是接班人，因为种子是煮过的。原来诚信很简单，只要养成不撒谎的习惯就可以
了。越是真理越明了，越是大道越简捷，复杂的问题里往往蕴含着最简单的道理。有一句话叫好习惯
终身受益，当我们的家长在竭尽全力想塑造自己孩子各种良好的习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孩子良好的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社会？学校？幼儿园？或者家庭？许多的家庭由于没有意识到或没
有回答好这个问题，导致家庭教育走向了困境与迷途。幼儿园或学校统一的教育却培养出不同的孩子
的现状告诉我们：答案更多应该在家庭，在我们孩子人生的第一任导师——父母身上。于是我们顺着
这根主线不断地挖掘，对古今中外成功的家庭教育进行了研究，对南京、杭州、广州、南昌等地的数
千个成功或失败的家庭做了细致的调查，终于发现，孩子良好的学习或生活习惯来自父母良好的教育
习惯。当复杂的教育问题最终落实到一个个习惯上的时候，一切便变得比较明了了。在咨询中，我们
循着孩子的问题，建议家长改变自己相关的不好的教育习惯并建立好的教育习惯，焦点从孩子身上转
移到了父母身上，却发现问题得到了奇迹般的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正是如此。当前许多的家教书
籍谈到习惯，都认为应是孩子养成的，而我们提出父母的教育习惯这一理念是一个全新的视点，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反省我们的家庭教育会发现，有许多褪色的不合时宜的习惯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们的父母。中国孩子的沉重与西方孩子的活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家庭教
育中依惯性依情绪做的太多，而理性的思考太少。或许父母的教育习惯这一理念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中
国的家庭教育。本书经选了四年来所做的大量家访、咨询中的典型案例，从中提炼总结出了一套完整
的操作方法，书中的案例和咨询全部来源于现实生活，实用性强；并结合了心理学、教育学的观点和
内容，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五易其稿，终于将本书奉献在读者面前。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教育能力来自教育习惯；第二部分父母的教育习惯与孩子的学习习惯；第三部分父母的教育习惯与
孩子的学习能力；第四部分父母的教育习惯与孩子的人格塑造。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面对孩子在学
习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父母应该养成的教育习惯。限于水平，本书可能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家长
和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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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

内容概要

《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梳理家庭教育中的关键细节》内容简介：说到培养习惯，大多是指孩子
，而《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梳理家庭教育中的关键细节》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父母的
教育习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或许它会给我们家长带来一些新的思路、新的体会和新的感受。
《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梳理家庭教育中的关键细节》通过对四年来咨询跟踪过的上千个家庭的
研究和分析，从学习、生活和人格塑造等方面总结出父母应该养成的若干教育习惯。
《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梳理家庭教育中的关键细节》精选的案例富有针对性；讨论的问题是父
母关注的焦点；提出的建议具有操作性。语言生动活泼，评点深入浅出，适合家长阅读，也可作为家
长学校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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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

作者简介

郭永莉，1977年出生于内蒙古，本科所修专业为金融学，2001年～2004年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主修
教育管理硕士方向，后进入江苏省家庭教育理事会并被选为南京市家庭教育专家讲师团成员。

    目前就职于台湾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在大陆的事业公司，担任该集团幼教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特级
培训师，并承担国家十一五重点课题“家园共育的幼儿阅读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的副组长，2005年以
来多次远赴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进行幼教交流和师资培训。
    汪骏，南京市家长学校总校主任、江苏省和南京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家庭教育专家讲
师团成员、江苏省网上家长学校特聘专家、南京市社科联特聘讲师。

    十余年来致力于家庭教育和学生学习能力的研究，为全国数千个家庭提供了诊断、咨询及治疗方案
，对上千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习惯进行了个案的研究和小班化教学，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
全国各地进行的数百场讲座和培训受到了广大家长的好评和孩子的喜爱。

    曾执笔《赏识你的孩子》一书，该书在大陆发行近100万册，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发行十余万
册，是一本家喻户晓的家教经典著作。

    主要教育畅销著作还有《上课走神怎么办》《粗心怎么办》《听课不走神高效训练方案》《考试不
粗心高效训练方案》《写作业不拖拉高效训练方案》。

    参与编写的著作有《特殊儿童咨询与教育对策》《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教育对策》《走进母亲学堂
》《家教篇》《江苏省未成年人健身游戏推广手册》《家庭教育二十讲DVD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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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分享从吃饭开始    附录：案例／测试问卷／孩子学步第十三章  习惯十一  合作一——同学之间的
相处    1.人际交往是孩子一生的幸福    2.一个心里有自己的人是换不来真诚的    3.明智的家长教会孩子
接纳世界    4.融入大海的水才不会干枯    5.挺起胸膛面对生活    6.拥有一颗平常心    7.该出手时就出手   
8.最及时的帮助是最好的帮助    9.真正的呵护是给孩子成长机会    附录：案例／测试问卷／孩子学步第
十四章  习惯十一  合作二——与老师之间的矛盾    1.孩子是环境之子    2.事实胜于雄辩    3.不要用别人
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4.每个人都需要赏识，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    附录：案例／测试问卷／孩子学步第
十五章  习惯十二  自理——自我生活管理能力    1.女儿的房间是母女之间的地雷    2.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下    3.细微的习惯构成一个人的素质底蕴    4.孩子在思考与动手中形成了条理性    5.塑造一个有主见的
孩子    6.人为什么有吃饭的欲望，因为饥饿    7..越早越好，永远不迟    8.学会支配自己的零用钱    9.制定
零用钱支配制度    10.知道计算一顿饭吃掉多少钱    11.孩子应承担一定的家务活    附录：父母指南／案
例／测试问卷／孩子学步第十六章  习惯十三  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培养孩子的应变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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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6.父母不给孩子过多的关爱    7.孩子的品质需在实践中完成    附录：案例／测试问卷／孩子学步第
十七章  习惯十四  民主——家庭决策会议    1.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好方法    2.家庭会议让孩子自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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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    4.鼓励参与孩子感兴趣的活动    5.孩子的成长需要伙伴，需要朋友    6.家长给孩子创造交友环境   
附录：案例／测试问卷／孩子学步

Page 5



《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

章节摘录

第二章 从哪里起步——习惯造就教育能力1.观念易改，习惯难移发展能力建立在培养习惯的基础上，
当出了问题寻找解决之道时，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隐藏在最底层的习惯心理的作用。心理学家曾经做过
一个试验：他们把一只青蛙丢进一个水已沸腾的铁锅里，在生死一线的瞬间，青蛙以超凡的速度跳出
了铁锅，免去了被煮熟的厄运。第二次往锅里装上冷水，青蛙被放进去后，舒展四肢，逍遥自在，心
理学家给铁锅慢慢加温，青蛙却浑然不知，当它感觉到浑身凝固，想奋力挣扎时，早已失去了挣脱的
力气。这样的案例发人深省，一点一滴的加温，无声无息却又令人毫无防备，总有一刻，量变达到了
质变，犹如加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煮熟了那只青蛙的最后一股热量，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一直存在。每个人从出生开始，便接受着环境的熏陶，良好的与恶劣的环境，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失去了最初的清醒与辨别。这个逐渐渗透的过程，便形成了人生活中各种各样的
习惯，生活的习惯、学习的习惯、思维的习惯、教育的习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习惯的控制，于是
心理学家们认为：习惯成性格，性格成命运。习惯何其重要。父母在习惯中进行自己的教育，孩子在
父母的教育中形成自己的习惯，终于有一天，父母们再也无法忍受孩子身上的各种不良习惯，企图改
变时，却往往难以贯彻下去，因为，他们改变的其实是两种习惯：自己的和孩子的。改变的过程是艰
难的，不亚于那只想要从渐渐加热铁锅里跳出的青蛙的艰难。2.为什么孩子想摔碗初三的陈达长得相
当壮实，一眼望去感觉营养过盛。在别人看来，陈达过着幸福的日子，老爸是大公司的老总，陈达生
活上从不缺少什么，但陈达也不幸福。他的全职妈妈简直让他烦透了。他很奇怪，妈妈仿佛长着火眼
金睛，总能看到他做得不好的地方，挑刺水平堪称一流。陈达的火爆脾气就这样一步步地练成了。只
要妈妈一显出挑刺的模样，他的心就开始狂乱，有时甚至用拳头来砸墙，直到手上出了血，才觉得心
里舒服点。陈达和妈妈闹得最凶的时候，死活不肯上学。妈妈只好求助于我们。但改变却是个漫长的
历程。有一回，陈达和同学去打篮球，这是陈达的最爱，玩得尽兴，回家便晚了。妈妈在家做了一锅
的沙拉等着儿子回家享用，谁知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只好怀着一肚子气自己先下点面条吃了。陈达
回来时，妈妈便这样“赏识”了他一句：“儿子，你回来得太早了，再晚一点就更好了。”陈达听着
不太对味，但自知理亏也没吱声。沙拉照样给他吃，陈达一听妈妈自己只吃了面条，很感动，立刻表
示将功赎罪，替妈妈洗碗。妈妈的脸上柔和了不少。一放松不要紧，老生常谈便又开始了：“不是妈
妈说你，你今天也太不自觉了，你想想，都初三了，做完作业，你还得复习一下⋯⋯”陈达的脑袋“
嗡”的一声就大了，妈妈还在一边唠唠叨叨，陈达的火也越积越多，吃完饭他把碗一推就看起电视来
。妈妈也火了：“你怎么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鬼，说话不算数。”母子僵持的结果是陈达不但没洗
碗，第二天连学都不肯上了。我后来对他妈妈说：“那时候让他洗碗，等于是让他去打碗。”陈达在
一边插话：“你说得太对了，那时候我真想冲上去把碗都摔掉。”这是一个建立与孩子良好沟通习惯
的案例。母亲痛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她甚至每三天去逛一次书店，将新出的教育图书买回来研究学习
。谈到教育话题她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两小时，不知情的人绝对不会把她和家教不成功的母亲划等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就是习惯。3.建立教育习惯的平台国际上有一条衡量习惯形成的标准：
一项习惯的养成需要二十一天连续不断的重复。千万别小看这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中你要面对的敌人
是无形而巨大的，外界的干扰、自身的惰性等都可能成为障碍。但这并不代表父母们迈向成功的希望
渺茫，恰恰相反，从习惯入手，正是父母走向成功的出路。父母要从下列几方面建立教育习惯。从孩
子生活的重心——学习入手，家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学习方面：注意力不集中、粗心、不听课、写作
业拖拉、与同学、老师相处等等。正确处理学习问题是家教中关键的关键，总的原则，通过培养学习
习惯来塑造孩子在做其他事情时的习惯，让孩子养成时间观念、自我控制、条理性等品行。其次，从
生活的角度来看，父母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重建自己的习惯：个人生活、孩子的兴趣爱好、理财、交
友、爱心、家庭决策等几个方面。总的原则要求给孩子合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高楼大厦建立在多重
支点上才稳固，人也一样，各支点发展平衡，人生才能稳定向前，家长切记要培养孩子的习惯，以便
它像本能一样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如果说培养学习习惯基于教孩子如何做事，培养生活习惯基于教
孩子如何做人，那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则是前二者的平台，父母的教育方式，反映了他们在面对孩子
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采取的教育态度，也因此，平台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是哪一种教育，最佳的结
果应该是“不管孩子”。如一段话所言：三等父母用大量的时间管孩子；二等父母用少量的时间管孩
子；一等父母教会孩子自己管理自己。孩子能进行自我管理的过程也正是良好习惯形成的过程，当然
最根本的是父母教育习惯贯彻的过程。路就在这里。注重良好习惯的教育（学习和生活），把出现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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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的“要我学”，变成良好习惯支撑的“我要学”，由被动变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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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传说人有三个命，一个是父母给的；一个是另一半（妻子或丈夫）给的；还有一个是孩子给的。第一
条命已成定局，所以当父母老去的时候，我们应尽自己的一份赡养之心；第二条命是一种缘份，是生
命中的另一半陪随着漫漫人生路，我们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情感；而第三条命给了你新的体验生
命成长的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幸福和快乐，我们
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现在的孩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父母教育心情尤为迫切。
从讲座、咨询、家访中我们深切地感到父母的愿望与期盼，同时也感到了家长的一丝迷惘和困惑，深
究下去，这份痛苦源于家长教育能力和习惯的欠缺。为此，这些年来我们不遗余力地对家庭进行研究
，给家长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每当看到家长和孩子有了点滴的进步和成长，我们就会感受
到快乐和幸福。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细胞，只有细胞健康，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中华民族的素质才能得以提高。家庭教育是值得全社会共同探讨的话题，从父母的教育习惯切入是
给家长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角度。家长看完书后能有所感悟，是对我们最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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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父母教育习惯决定孩子未来:梳理家庭教育中的关键细节》：读书是最美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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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父母确实有很多习惯要改的不错
2、很好的一本书，内容深刻
3、后悔没有早一点看到这本书
4、一本很好的书，有许多有针对性的案例，关注在父母的教育问题上，并能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建
议。很适合家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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