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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论文选登

习惯养成是核心素养形成的行动路径
———新教育实验推进 “每月一事”的理论与实践

朱永新

摘要：习惯养成是核心素养形成的行动路径。核心素养形成的关键在于能否有

效地形成内化了的行为习惯。在研究新教育的培养目标时，我们希望以更朴素易懂

的方式体现 “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这一理念，决定用 “习惯”一词体现这个

时代的价值追求，把内在的不可触摸的 “素养”，变成能够外显、可以培养的 “习

惯”，变成具体的 “每月一事”项目，通过一个个可操作实施的课程，由此体系化、
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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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教育正在寻求教育体系的内涵重

建，提升教育品质成为 “十三五”期间教育的国

家认同，“核心素养”正在成为理论研究和教育

实验的 “高频词”，整 个 世 界 都 在 高 度 重 视 核 心

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全球经验。其实，素质教育也

好，核心 素 养 也 罢，关 键 是 要 落 实 到 人 的 行 为

上，落实到人的习惯上。我认为，习惯养成是核

心素养形成的基础。核心素养形成的关键在于能

否有效地形成内化了的行为习惯。

一、习惯、习惯养成与新教育 “每月一事”

（一）习惯的定义

不同的 学 科 对 于 习 惯 有 不 同 的 解 释。社 会

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教育学等，对

习惯都有自己的界定。一般认为，习惯是一个人

在后天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自动化、下意识

的思维方式、行为倾向和价值选择。习惯具有以

下基本 特 点：一 是 可 塑 性。婴 儿 基 本 上 没 有 习

惯，只有本能。无论是有意识培养的习惯，还是

无意识形成的习惯，都是后天造就的。二是稳定

性。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会

在相应的情形下持续。三是自动性。人们不必出

现多少有意识的思考，就能依靠习惯，在无意识

中自动 自 发 地 完 成 处 理 相 关 事 宜。心 理 学 家 认

为，人们的行为开始是思维指挥的，但行为不断

重复，思维 就 开 始 不 管 了，交 给 大 脑 的 “基 底

核”去自动控制。四是双向性。习惯是一个人内

在的综合体现，但习惯和外在环境之间有着鲜明

的双向关系。一方面，许多习惯深深扎根于所处

的环境，特别是社会教育中；另一方面，主动养

成习惯也能够影响甚至改变环境。五是有序性。
习惯是遵循一定规律的有序存在。习惯为人的行

为开辟出一条又一条简便易行的路径，节约大量

精力，使得处理各种事情变得轻松，从而使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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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和 成 人 的 生 活 在 不 知 不 觉 间 变 得 秩 序 井

然。除此 之 外，习 惯 因 人 而 异，还 有 好、坏 之

分，新、老之别，因此也具有差异性等。
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习惯有着不同的分

类方法。根据习惯的重要性来分，可以把习惯分

为基础性习惯 （核心习惯）和一般习惯 （非核心

习惯）。根据习惯的表现形式，可以把习惯分为

外显的 行 为 习 惯 和 内 隐 的 思 维 习 惯、道 德 习 惯

等。根据习惯的性质来划分，可以分为 好 习 惯、
坏习惯 和 中 性 习 惯。根 据 习 惯 形 成 的 顺 序 来 划

分，可以分为老习惯和新习惯。根据新教育的生

命三重属性理论来划分，则大致可以分为健康习

惯、交往习惯和思维习惯，大致分别对应着新教

育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根据习惯

的主体，可以分为群体性习惯和个体习惯。根据

习惯的持久性程度，可以分为临时习惯与长久习

惯。根据习惯形成的路径，可以分为外控型习惯

和自觉性习惯。
（二）习惯养成

在习惯教育和习惯养成两个短语中，我们倾

向选择采用习惯养成的表述方式，一方面是因为

“养成”一词有两个含义，其中一个就是指教育，
因此，作为名词的 “习惯养成”本意即指 “习惯

教育”；另一方面是 因 为 “习 惯 养 成”作 为 一 个

词组，属于 “陈述结构”，也就是以 “习惯”为

内容、以 “养”为手段，以 “成”为目的的一种

教育活动。
从习惯养 成 的 时 间 来 看，一 般 认 为 需 要２１

天才能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这个说法，来源之一

是１９６０年 马 尔 茨 博 士 发 现 的 一 个 规 律，他 在

《心理控制术》一书中举例说，被截肢者需要２１
天才能接受他们已经失去肢体的事实，面部整容

的人需要２１天才能建立自信等。
但其后已经有大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同

的行为，其习惯养成需要不同的时间。如每天早

餐后喝一杯水的行为，只需要２０天就可以达到

最高的自发性，而每天做５０个仰卧起 坐，则 需

要８４天的练习才能形成。最复杂的行 为，甚 至

需要２５４天 的 时 间。平 均 来 说 养 成 习 惯 需 要

６６天。
总而言之，习惯养成从实质上看，就是帮助

人们建立起一套具有积极意义的、自动运转的系

统，从而整理、规划、巩 固、提 升 生 活 与 生 命，
使生活变得有序，使生命变得和谐。

（三）新教育实验 “每月一事”与习惯养成

从新教育诞生之初，即秉承着鲜明的行动哲

学和田野精神。在研究新教育的培养目标时，我

们希望以更朴素易懂的方式体现 “教给学生一生

有用的东西”这一理念，决定用 “习惯”一词体

现这个 时 代 的 价 值 追 求，把 内 在 的 不 可 触 摸 的

“素养”，变 成 能 够 外 显、可 以 培 养 的 “习 惯”，
变成具体的 “每月一事”项目，通过一个个可操

作实施的课程，由此体系化、固定化。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我们 在 苏 州 大 学 的 博 士 课

程上，通过近一年时间的反复讨论，筛选出对一

个人学习、工作和生活有着关键作用的最重要的

习惯，将 我 们 的 探 索 更 为 精 确 细 化。２００７年，
我们正式推出了以培养良好习惯为主要目标的新

教育 “每月一事”项目并且在海门实验区率先进

行实践探索，这就是：１月，吃饭———节约的主

题；２ 月，走 路———规 则 的 主 题；３ 月，种

树———公 益 的 主 题；４月，踏 青———自 然 的 主

题；５ 月，扫 地———劳 动 的 主 题；６ 月，唱

歌———艺 术 的 主 题；７月，玩 球———健 身 的 主

题；８ 月，微 笑———交 往 的 主 题；９ 月，阅

读———求知 的 主 题；１０月，家 书———感 恩 的 主

题；１１月，演 说———自 信 的 主 题；１２ 月，日

记———自省的主题。
近年来，在总结海门和其他实验区的经验的

基础上，并借鉴国内外核心素养等方面的理论研

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情况，我们对１２个习纲主题

进行了适当调整，并提出了３６个习目 专 题。如

图１所示。
我们指出的 “每月一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取向。 “每月

一事”的习惯养成，所养成的不是零碎的杂乱的

习惯，而是以习惯为路径，明确指向教育生活的

幸福完整，明 确 指 向 人 格 塑 造。通 过 “每 月 一

事”的融合，让师生的教育生活从被学科割裂变

得完整，践行 “每月一事”的过程，本身就是幸

福的教育生活。“每月一事”所梳理与提炼出的

１２个习 纲，是 一 个 “完 整 的 人”所 必 需 具 备 的

素养，这样 “完整的人”也就必然会创造并拥有

“完整幸福”的生活。从这一价值取向出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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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教育 “每月一事”１２习纲３６习目

们在１２习纲的内容安排上，以自我发 展、社 会

交往和文化学习为维度，不仅直接服务于自然生

命的延长、社会生命的拓宽和精神生命的提升，
也与国家提出的核心素养结构相呼应。

第二，它是建立在新教育理论基石之上的独

特实践行 动 模 式。 “每 月 一 事”所 确 立 的 主 题，
从 “每月一事”的命名，到习纲、指向和习目的

设计，都具有鲜明的操作性与行动性，覆盖了一

个学生１５年教育生活的时空，并为终身学习奠

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它契合了家校生活的节奏和儿童生命

的节律。家校生活的节奏和儿童生命的节律，是

设计 “每月一事”项目的经线和纬线。我们以一

年的学 习 周 期 整 体 设 计 每 个 月 的 主 题，包 括 寒

假、暑假，让家庭、学校教育有机地形成一个整

体。如一月份新年开始，临近寒假和春节，参加

聚会的时间会多起来，就围绕 “节俭”的主题，
学会节约粮食，不要铺张浪费等。二月 是 寒 假，
出门的时间多起来，就围绕 “守规”的主题，通

过遵守交通规则等，引导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

具有的 契 约 精 神 和 规 则 意 识。９月 是 开 学 的 日

子，９月２８日 是 孔 子 诞 辰 日，也 是 新 教 育 实 验

学校的阅读节，就以 “好学”为主题，培养学生

的阅读习惯等。
同时，在对１２个习 纲 的 设 计 中，具 体 到 每

一个习惯的设计，也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内在规

律，从浅入深，由简至繁，分为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如 “节俭”的主题，在低段偏重 “节约”，中段

强调 “节制”，高段则注重 “简朴”。 “勤劳”的

主题，在低年级偏重 “自理”，中年段强调 “敬

业”，高年 级 则 注 重 “创 造”。 “公 益”的 主 题，
在低年级偏重 “参与”，中年段强调 “互助”，高

年级则注重 “志愿”。
通过这样习纲清 晰、主 题 鲜 明、习 目 完 整、

经纬交织而成的 “每月一事”项目，全方位地覆

盖家庭和学校生活，特别切合教育的各方规律，
让习惯在润物无声中悄然养成，让人格在习惯养

成中逐步发展，让生活在人格发展中幸福完整。

二、为什么习惯养成很重要

（一）从个体成长看，良好习惯是创 造 幸 福

完整生活的重要保障

养成良好习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具有特别重

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习惯是怎

样的，就意 味 着 其 生 活 方 式 和 生 活 状 态 是 怎 样

的。习惯好，事半功 倍。习 惯 不 好，事 倍 功 半。
良好习惯的养成能够让人们习得正确的学习方法

和生活方式，形成卓越的能力和高尚的德性，从

而拥有幸福完整的人生。
具体来说，习惯对于个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一是简化活动程序，提高生命效率。英国哲

学家休谟说过：“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面对

复杂多变的世界，一个人每时每刻对每件事情都

经过缜密的思考，在大大小小的每一步都做出选

择和判断，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限的时间

也不允 许。习 惯 作 为 一 种 有 效 简 化 的 自 动 化 反

应，大大提高了生活活动的效率，也极大地增强

了个人的幸福感。
二是强化个性特征，成为最好自己。生命的

完整性最终体现在生命的独特性，人生在一次又

一次的自我选择中，养成了独特的习惯，积淀成

独特的品质，造就了独特的个性，形成了独特的

命运，创造出独特的人生。亚里士多德说： “道

德成自习惯。”正是习惯，帮助每个人成 为 最 好

的自己。
三是提升生命的质量，推动人的成长。生命

不是简单的活着，不是纯粹的生存。良好的健康

习惯、生活习惯、道德习惯都是呵护一个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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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发 展 的 积 极 条 件。相 反，不 良 的 相 关 习

惯，轻则 降 低 人 的 生 命 质 量，重 则 阻 碍 人 的 成

长，严重的甚至会中断一个人生命发展的进程。
（二）从教育历史看，注重习惯养成 是 中 外

教育共同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习惯养成的问

题。孔子提出了 “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同

时强调早期习惯养成的重要性： “少成若天性，
习惯如自然。”南北朝时期的 《颜氏家训》、朱熹

的 《白鹿洞书院学规》以及亲自编制的 《童蒙须

知》、王守仁制定的 《教规》等，对从 “爱亲敬

长”到 “礼仪举止”等行为习惯与道德习惯的纲

目及其 养 成 路 径 与 方 法，都 有 明 确 的 规 范 与

要求。
近代从龚自珍、魏源开始，直到康有为、蔡

元培、梁漱溟、陈鹤琴、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

大家，也无不把 “习惯”养成当作教育的核心内

容之一来大力倡导。如陶行知先生强调六岁以前

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习惯成了不易改，倾

向定了 不 易 移，态 度 决 了 不 易 变。叶 圣 陶 先 生

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
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

物和对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

知识和熟悉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

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良好习惯。”
自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思想家对于习惯养

成问题也有着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亚里士多德认

为，“习惯实际上已成为天性的一部分”。英国哲

学家洛 克 把 绅 士 教 育 与 习 惯 养 成 等 同 起 来，他

说：“事实上，一切教育都归结为养成儿童的良

好习惯，往 往 自 己 的 幸 福 都 归 于 自 己 的 习 惯”。
美国发明 家 富 兰 克 林 把 他 一 生 的 成 就 归 功 于 从

２０岁就 开 始 努 力 养 成 的１３个 习 惯：节 制、沉

默、秩序、决断、俭朴、勤奋、诚恳、正直、中

庸、清洁、宁静、贞节和谦逊。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更提出了一个著

名的习惯公式：“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 种 性 格，
收获一种命运。”所以，有意识地形成或 者 改 变

某个习 惯，这 个 过 程 就 通 过 “学 习—行 动—习

惯—性格—命运”这样的链条实现。以西方联结

主义心理学家桑代克、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

为代表的学习理论，更是建立了 “刺激—反应—
习惯”的学说。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关于习惯有一个形象的

比喻：“良好的习惯乃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

的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地增值，而人在其整个一

生中享受它的利息。坏习惯则是道德上无法偿清

的债务，这种债务能够用不断增长的利息去折磨

人，去麻痹他的最好创举，并使他达到道德破产

的地步。”可见，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非 常 重 视

习惯养成的重要作用，甚至把习惯养成作为教育

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从教育目标看，注重习惯养成 是 夯 实

核心素养的必然选择

现在，核心素养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

个最热门的词汇。教育部组织研制的 《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已经正式向社会发布。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指的是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

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综合

表现为六大素养。
不难看出，它的相关专题与新教育实验 “每

月一事”的习纲与各项专题是显著相关的，高度

契合。核心素养强调的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和家

国情怀，注 重 的 自 主 发 展、合 作 参 与 和 创 新 实

践，在 “每月一事”的习纲和专题中都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我们可以说，以 “每月一事”为代表

的习惯养成项目，是为核心素养的落实提供了行

动路径。
因为，所有稳定的 素 养、尤 其 是 核 心 素 养，

必然会通过习惯，以思维或行动的方式外显。习

惯确是素养的体现，也是形成素养的主要方式，
核心素养必然通过习惯加以夯实。

（四）从教育改革看，注重习惯养成 是 全 球

教育改革的主要朝向

在世界范围教育改革趋势 来 看，从２０世 纪

７０—８０年代开始，对 “素养”“能力”的重视日

益成为主流。其根本原因，是过去以传授知识技

能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在信息革命摧枯拉朽的攻

势下束手无策，把原有的教育目标调整为学会学

习、加强素养的新目标。这是教育对信息时代的

回答。
教育家喜欢追逐时髦，管理学家却喜欢讲求

实用。从２０世纪末开始，习惯作为一个 耳 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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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的概 念，被 管 理 学 家 “接 管”了。更 强 调 传

播、更强调务实、更强调行动的管理学家们用这

个人们熟悉的词，迅速影响与改变着社会。如史

蒂尔·柯维所著的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

书，被评为福 布 斯 “有 史 以 来 最 具 影 响 力 的１０
大管理类书籍之一”，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长

达７年，在全球７０个国家以２８种语言发行超过

１亿册。

１９７９年，罗 马 俱 乐 部 发 布 了 《学 无 止 境》
的报告，提出人类存在 “维持性学习”和 “革新

性学习”两种类型。前者是以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为特征，后者则以能力和习惯的养成为特征。
由此开端，世界各国普遍开始重新审视学习

与教育的问题，关注核心素养、技能培养与习惯

养成等 问 题，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不 同 国 家 和 机

构，出现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这些理论和学说，有些以素养命名，有些则

是用其他的表述。如较早的有联合国的 “五大支

柱说”，国际学生 评 估 项 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ＩＳＡ）的 “三 大

素养说”，韩国从２０１７年将全面实施新课程体系

的 “六大素养说”，等等。
有些提法 是 兼 顾 素 养 与 能 力。如 欧 盟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 《终身学习 核 心 素 养：欧 洲 参 考 架 构》
正式提出终身学习的 “八大素养说”：母语沟通，
外语沟通，数学能力及基本科技能力，信息处理

能力，学会如何学习，人际、跨文化与社会能力

及公民能力，创业家精神和文化表达，同时提出

贯穿八大核心素养之中的共同能力，如批判性思

维、创造力等。
有些学说是以能力或技能的方式阐释。如美

国由教育、企业、政府机构组成的２１世 纪 技 能

联盟于２００９年 推 出 了 《２１世 纪 学 习 框 架》，提

出了 “三类技能说”，２００５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ＯＥＣＤ）提出了 “关键能力说”，２０１４年

４月，新加坡教育部发布的 《２１世纪技能和目标

框架》则提出 “三层技能说”。
综上所述，以素养、技能、美德、能力等不

同命名，都只是不同的形式，它们同样所努力的

是力图传达教育在信息时代下的新目标，希望将

“教育”一词中更多 泛 指 传 授 知 识 技 能 的 “教”，
向更多实指立德树人的 “育”转变。尽管不是所

有表述都能 够 像 新 教 育 “每 月 一 事”的 操 作 这

样，完整地包括了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

命的三个维度，但可以看出所有努力都在力图涵

盖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四

大生活场域，所有努力都在寻找那些真正能够为

人的一生奠基的重要习惯和品质。
所以，注重习惯养成，本身是教育进入以人

为本阶段时的共同选择，是世界教育改革的大势

所趋。
（五）从社会环境看，良好习惯是促 进 社 会

和谐的关键环节

习惯养 成 表 面 上 看 是 一 件 个 体 的 “私 事”，
但是，当众多的个体聚合成一个个群体，组合成

一个社会时，大家的习惯就变成了 “公事”，就

不仅仅影响个体生命成长，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的

发展。
近年 来，我 们 的 许 多 不 良 习 惯，如 随 地 吐

痰、大声喧哗、乱刻乱画、排队加塞等，不但造

成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危机，还严重阻碍了

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度和传播效果。文明习惯是一

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习惯文明是社会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在

公共生活环境中，语言习惯、行为习惯、工作习

惯、道德习惯等，既是个人文明的显示器，也是

社会文明的指示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

与全体公民的良好习惯息息相关。帮助全体国民

养成文明习惯，也就是在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
（六）从文明进程看，良好的习惯渐 变 是 人

类不断进步的重要阶梯

习惯会通过代际传承，得到进一步稳固和流

传。这些不成文的习惯模式，因为能够通过隐性

的力量，直接作用于每一个群体成员，所以，较之

于法律、制度等明文规定，更具生命力和约束力。
不成文的社会习惯，往往比法律更加深入地

扎根在民间，是民众无意识中自动遵循的规则，
也是人们彼此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当一些社会

习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淘洗却没有被淘汰，足以

说明在当下民众中间还有着深厚的心理基础。
充分尊重这些稳固的基础，再以合约的方式

进行新的调整，产生制度的演变，同时逐渐促成

习惯的渐变，就能够形成人类制度、人类社会的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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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有效养成习惯

习惯的养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是教育

者 “培养”出来的，也是个体自我 “修炼”而成

的，还是外部环境 “熏陶”出来的。
习惯养 成 是 有 规 律 可 循 的。习 惯 养 成 的 原

则，是遵循了习惯养成的基本规律，提炼出习惯

养成的基本要素。具体来说，以下六条原则相对

比较重要。
一是价值澄清原则。价值澄清理论的代表人

物主要是纽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的路易斯·拉斯

（Ｌｏｕｉｓｅ　Ｒａｔｈｓ）等。价 值 澄 清 理 论 认 为，习 惯

养成的过程，是通过思考对习惯的认知进行内化

的过程，也是外在引导转化为自我教育的过程，
是建构 价 值 体 系 和 行 为 方 式 的 第 一 步。也 就 是

说，无论养成好习惯，还是改变坏习惯，首先要

解决的 是 认 识 上 的 问 题，认 识 到 位 也 能 下 大

决心。
二是目标明晰原则。人的行 为 受 双 轮 驱 动，

一种是自动化的习惯行为，另一种是目标驱动下

的行为。后者的不断重复，成为习惯养成的重要

路径。所 以，在 认 清 习 惯 养 成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之

后，就要把目标具体化、清晰化，如我们对于一

个人需要养成哪些习惯，在不同的阶段应该着重

养成什么习惯，如何让习惯养成达到相应的成效

等问题都要明确。
三是家校共育原则。教师、父母与孩子一起

成长，共 同 养 成 良 好 习 惯，形 成 同 频 共 振 的 氛

围，是习惯养成的重要原则。家庭也是习惯养成

最重要的场所，也是 “第一场所”。根据脑科学

的研究，大脑突触建立联系的最频繁和密集的时

期，是２岁到６岁。这也是习惯养成，尤其是生

活习惯、行为习惯、思维习惯最初的养成的关键

期。有人说，婴幼儿是习惯养成的 “最佳时期”，
小学是 “好时机”，初中是 “尚可期”，到了高中

就是 “晚期”，如王晓春老师就认为，高中生表

演能力已经很强，看上去习惯培养很顺利，其实

是做给你们看的。虽然不太准确，但值 得 重 视。
在家庭中，父母对孩子习惯的养成起着潜移默化

的作用，以 作 息 习 惯 为 例，父 母 早 睡 早 起 的 家

庭，孩子往往自然形成早睡早起的习惯。父母对

别人友善礼貌，孩子也容易形成热情主动与人交

往的习 惯 等。当 然，家 庭 与 学 校 生 活 的 习 惯 养

成，影响往往是双向的。一方面，父母和教师的

习惯会影响孩子的习惯；另一方面，孩子的习惯

也会带动父母和教师的习惯。我们应当以家校合

作共育为切入点，从 “共育”到 “共做”，把习

惯养成延伸到家庭和社会。在习惯养成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和参与权。
四是反思反馈原则。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重

要特征之一，就在于人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对自

己的行为进行反省、调整与改变。反思，意味着

自我监督，自我提醒，主要是通过自我约束来促

使习惯养成。反馈，是通过奖励与惩罚等外部的

刺激来加强反思的效果，推动养成好习惯、克服

坏习惯的做法。
五是融合整合原则。融合，是指习惯养成必

须与学校教学中的各种课程融合，以各类实践活

动作为依托，才能融入到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
整合，是指一个人的习惯养成涉及方方面面，在

养成的过程中也必须整合各方面的力量。
六是持续有恒原则。习惯养成，不是一个毕

其功于一役的百米冲刺，而是一个需要意志与坚

持的马拉松。坚持，才是形成习惯的最伟大的力

量。意志力对人的行动和习惯养成起着重要的调

节作用，一是发动作用，即推动人去从事达到一

定目的、养成某种习惯所需要的行动；二是抑制

作用，即制止与预定目的相矛盾的欲望与行动，
改掉某种坏习惯。可见，没有意志力就没有人的

自觉行动，也不可能有习惯的真正养成。新教育

实验的每月一事，把人生最重要的１２个习惯主

题，通过较少的核心习惯和较多的细化习惯，在

整个中小学阶段不断重复，螺旋式上升，反复强

化，就是贯彻了持续有恒的习惯养成原则。
在一定意义上说，习惯养成的六条原则，也

是习惯养成的六个步骤，也就是习惯养成的基本

方法。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个体的一个新习惯如

何养成、一 个 坏 习 惯 如 何 改 正，我 们 如 何 推 进

“每月一事”项目，开 展 一 个 群 体 的 习 惯 养 成 工

作，在操作中又分别各有侧重。
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养成 一 个 新 的 习 惯。

塑造人，是从塑造习惯开始的。养成一个新的习

惯，意味着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启，一个新的生活

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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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新习惯的办法，通常分为澄清价值、设

定目标、制订计划、有效执行、相应奖惩、悦纳

坚持六步。我们以每天运动的习惯为例简单证明

这六步的执行要点。
第一步，澄清价值。充 分 认 识 运 动 的 意 义，

了解运动对于日常心态、思维发展和最终成就的

正向影响。认识到身体对于生命成长各方面的价

值，意识到个体达到最佳健康状况所造成自然生

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上的影响，为养成新习

惯准备新动力。
第二步，设定目标。比如，为自己明确树立

“每天运动一小时”的目标。
第三步，制订计划。有了目标，就需要具体

的计划和方案来保证。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项

目。优先选择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运动，无论篮

球、乒乓球、排球，还是游泳、太极拳等。选择

时要注意运动的条件，尽可能结合兴趣选择方便

易行、相对简单的运动项目。如果所选项目受天

气、场地、器材等外在因素影响较大，要同时有

备选项目，如跑步、打拳、舞剑等。尽可能从外

在环境上保证计划实施不会间断。其次要考虑循

序渐进。对于没有运动习惯和经验的人来说，一

开始就 每 天 运 动 一 小 时 可 能 难 以 实 现，可 以 从

２０分钟开始 逐 步 适 应，一 直 到 能 够 坚 持 完 成 计

划为止。
第四步，有效执行。有效执行的关键是及时

检查。自我记录是及时检查最有效的方法。可以

通过每天的日记，也可以通过在醒目处张贴图表

的办法，或者用记录时间的仪器等，及时记录自

己完成计划的情况，随时提醒。
第五步，相应奖惩。无论成人还是儿童，无

论是教 师 还 是 父 母，都 可 以 按 照 完 成 计 划 的 情

况，给自己或者孩子、学生一些小小的奖励或者

惩罚，对习惯养成的情况进行肯定或训诫。
第六步，悦纳坚持。一个新的行动是否能够

真正养成习惯，一个刚刚养成的新习惯能否成为

老习惯使自己得到真正地改变和成长，取决于新

习惯能否真正让我们满意，新习惯有没有改善我

们的生活。因此，在培养新习惯的过程中，一方

面，哪怕是偶尔中断习惯，也要学会欣赏已经取

得的成绩，悦纳正在新生的自我；另一方面，要

正视自我，不找借口，努力坚持。新的习惯养成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比如，在养成每天运动

一小时的习惯中，天气不好，身体不适，时间紧

张等原因，都是不运动的 “好理由”。偶然的不

运动可以理解原谅，如果不断地给自己找理由，
就算形成的新习惯也会中断。尤其是在新习惯养

成的早期，尽可能不为自己找任何借口。天气不

好就在室内运动，身体不好就进行轻微运动，时

间紧张就适当缩短时间等，直到动力定型形成，
一天不 运 动 时 身 体 会 觉 得 难 受，会 感 到 若 有 所

失，那时自然不会经常给自己找借口，那时习惯

也就真正养成了。
其次，我 们 再 来 看 看 如 何 改 掉 一 个 坏 的 习

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改掉 坏 习 惯。

１９８５年年底，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洲 东 北 部 地 区 的

一家电视台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查。他们让观众给

心理学家打电话，说出他们的新年计划。２１３名

各行各业的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大部分人的计划

都是要改变以前的坏习惯，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新

年计划与减肥 （３８％）和戒烟 （３０％）有关。几

个星期以后，研究人员开始跟踪这些人是否在执

行他们的计划，结果发现，第一周的成功率只有

７７％，第二周６６％，一 个 月 以 后５５％，六 个 月

以后只 剩 下４０％。其 实，这 个 数 据 本 身 还 有 很

大的水分，因为这是一次自我报告的研究。这个

实验说明，改变习惯非常困难，那些根深蒂固的

习惯更是很难改变，这就是所谓积重难返。
其实，改掉一个坏习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

用养成一个新的好习惯来替代它。具体来说，可

以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步，深刻认识危害。对应着习惯养成的

价值澄清原则，首先对坏习惯的危害有着充分而

深刻的认识。在认识坏习惯的危害时，也不妨想

象改变以后的情景。这就是心理学的思维 “情感

承诺法”。纽约大学心理学家埃莱·奥廷根的一

项实验发现，让实验对象充分想象一幅积极愉快

的画面，即改变了坏习惯，养成了新的好习惯以

后的好 处，同 时 想 想 目 前 坏 习 惯 带 来 的 种 种 麻

烦，把幻想和现实进行比较，对于改变坏习惯会

取得很好的成效。
第二步，加强改变决心。心理学家认为，习

惯与意向之间完全 是 “一 场 不 公 平 的 较 量”。也

就是说，一般而言意向总是败给习惯，因为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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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蒂固的习惯具有强大的威力”。所以，当坏习

惯与改正习惯的意向真正短兵相接的时候，只有

真正下决心改变坏习惯，用强大的意志力确保意

向的实现，用思维去控制 “基底核”，意向才可

能最终成为胜者。毕竟人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改

变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下定了决心。一旦下定决

心，意向就能转化为意志，就能激发出促成改变

的关键力量。
第三步，采用科学方法。人的习惯养成并非

一日之 功，改 变 习 惯 也 非 一 日 之 力。根 据 心 理

学、教育学等相关研究，科学地攻克困难，就会

降低难度。如前第一步所说的 “情感承诺法”一

样，在具体改变习惯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方法可

以采用。如 循 序 渐 进 法、厌 恶 疗 法、改 变 环 境

法等。
第四步，团队协力共作。根据心理学发现的

共做效应，如果有其他人在场和自己进行相同活

动，当事人的作业绩效会有所提高。如几个朋友

相约一起改掉某个坏习惯，团队的力量会远远大

于个人的力量。如果实在找不到一起改掉坏习惯

的朋友，就可以邀请他们作为见证人，监督自己

的行为，激发并鼓舞起自己改变坏习惯的勇气与

恒心。
最后，重点谈谈如何切实推进 “每月一事。”

推进每月一事，是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之一，
也是新教育实验关于习惯养成的独特创新。“每

月一事”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习惯养成，但 “每月

一事”确实是习惯养成最重要的方法，是学校德

育工作 的 重 要 载 体，也 是 缔 造 完 美 教 室 的 重 要

路径。
“每月一事”项目的设计，主要从根 据 习 纲

主题、目标指向、习目专题和每月事名四个部分

展开。习纲 主 题，指 希 望 养 成 的 习 惯；目 标 指

向，指希望通过习惯养成而形成的品质；习目专

题，指按照递进关系把每个习目细化 为 低、中、
高三个层次；每月事名，指适合年龄阶段的一件

小事为起点。就这样从一件又一件小事出发，螺

旋式上升，在生活中反复锤炼，最终养成良好习

惯，形成相应的品质。
我们简单地对 “每月一事”进行说明：１月

的习纲主题是节俭，目标指向是讲俭省，习目低

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节约、节制、俭朴。我们可

以把 “１月，让我们学会吃饭”“１月，让我们在

约定时间玩游戏”“１月，让我们学会爱惜旧物”
等作为这个月的事名。从吃饭时珍惜粮食着手，
从爱惜身边的物品开始，在这个基础之上，养成

有节制的生活习惯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

受益终身。

２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守 规，目 标 指 向 是 重 规

则，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守时、守法、诚

信。我们生活在一个规则的世界，规则是这个世

界能够顺利运行的前提，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而共同制定的契约。规则是权利、责任与义务的

统一，也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让我们的人

生更加和谐的基本保障。生活在社会之中，就要

遵守大 家 共 同 制 定 的 游 戏 规 则。从 开 会 约 会 的

“守时”，到日常生 活 的 “守 法”，再 到 社 会 生 活

中的 “诚信”，都是规则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

把 “２月，让我们按时上学不迟到”“２月，让我

们不 闯 红 灯” “２月，让 我 们 做 错 事 情 不 说 谎”
等作为二月事名，从这些小事，培养出对规则的

敬畏，遵守规则的习惯。

３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环 保，目 标 指 向 是 护 环

境，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卫生、绿色、生

态。３月的许多节日都与环境保护相关。如３月

５日的青年志愿者服务日，９日的保护母亲河日，

１２日的中国植树节，２１日的世界森林日，２１日

的世界睡眠日，２２日的世界水日，２３日 的 世 界

气象日，２４日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等等。围绕３
月的主题，我们从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到保护

大自然的习惯，再到珍惜人类的生态系统，了解

人与自然共生共长、互相依赖的关系，有许多文

章可做。我们可以把 “３月，让我们做个干净的

孩子”“３月，让我们去种树”“３月，让我们学

会垃圾分类”等作为事名，循序渐进地形成环保

的习惯。

４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公 益，目 标 指 向 是 做 好

事，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参与、互助、志

愿。公益，简单地说，就是于公有益的事。从乐

于参与，到互助合作，到志愿奉献，这种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行动，就能够让我们创造出更多

的美好，就能够让更多人分享幸福———而幸福的

神奇之处正在于，它会因为分享而增加。我们可

以把 “４月，让我们参加一次公益活动”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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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做一件好事” “４月，让我们做一回组织

活动的志愿者”等作为事名，勿以善小而不为，
从身边、从此时此刻做起。

５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勤 劳，目 标 指 向 是 爱 劳

动，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自理、敬业、创

造。５月的 第 一 天 就 是 国 际 劳 动 节。我 们 认 为，
对于每一位深爱自己孩子或学生的父母和教师来

说，应该学会让孩子和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应该让孩子和学生承担必要的劳作。从某种意义

上说，剥夺了孩子和学生的劳动权利就等于使他

们丧失了成长的机会。而放手让他们参加劳动实

践，使他们具有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是对孩子

最好的爱。我 们 可 以 用 “５月，让 我 们 学 会 扫

地”“５月，让我们认真值日”“５月，让我们制

作模型”等作为五月的事名，养成热爱劳动的习

惯，在劳动中学会主动创造、追求卓越。

６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审 美，目 标 指 向 是 懂 艺

术，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感受、鉴赏、表

现。６月是属于儿童的，也是属于艺术 的。６月

１日就是国际儿童节和国际儿童电影节，６月３０
日是世界青年联欢节，我们选择６月作为艺术主

题，通过每年一个月的艺术教育活动，让我们的

孩子能够会一两样自己喜欢的乐器，会几首能够

陪伴自己一生的歌曲，更重要的是拥有审美的能

力与习惯。我们可以用 “６月，让我们学唱一首

歌”“６月，让我们欣赏一幅画”“６月，让我们

表演一个节目”等作为事名，以美装饰我们的生

活，以美濡染我们的灵魂，让美的外在与内在完

美交融。

７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健 身，目 标 指 向 是 惜 生

命，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运动、健康、坚

持。７月初开始是长长的暑假，如何有效科学地

安排？我们建议，让学生每天有３０分钟 到 一 个

小时左右的运动时间，培养学生的运动习惯、运

动兴趣与运动能力。我们可以用 “７月，让我们

玩球去”“７月，让我们按健康的作息生活” “７
月，让我们天天跑步”等作为事名，开展形式多

样的运动健身项目，弘扬坚持不懈等体育精神。

８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友 善，目 标 指 向 是 会 交

往，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礼貌、合作、博

爱。８月仍然是暑假时间，许多孩子暂时离开校

园，投身到社会中去。他们或者跟着父母去远行

度假，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小住，或者在社区参

加各种活动，接触的人更多了。因此，学会交往

的艺术，对于休息在家的学生们来说，是最好的

机会。让学生学会微笑地和别人打招呼，学会主

动地帮助别人，学会心理换位和沟通艺术，站在

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学会尊重别人的习惯、思

维、隐私，不要让对方难堪，学会与人合作，共

同生活，是 这 个 主 题 的 重 要 内 容。我 们 用 “８
月，让我们懂得讲礼貌” “８月，让我们成为好

朋友” “８月，让 我 们 走 进 一 个 民 族 （国 家）”
等作为８月的事名。

９月 的 习 纲 主 题 是 好 学，目 标 指 向 是 乐 求

知，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阅读、写作、质

疑。金 色 的９月，是 新 学 期 伊 始，９月２８日，
又是孔子的诞辰日，这个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

精神象征的伟大人物，他读书好学的精神一直激

励着人们自强不息。我们可以把 “９月，让我们

快乐阅读”“９月，让我们专注思考”“９月，让

我们挑战大师”等作为９月的事名。我们希望，
书香浓浓的９月只是一个美丽的起点，接下去在

学校生活的每一天，都有 “晨诵、午读、暮 省”
的儿童生活方式，都有儿童阶梯阅读，都有教师

专业阅读，都有家庭亲子共读。

１０月的习 纲 主 题 是 感 恩，目 标 指 向 是 有 爱

心，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孝敬、尊他、爱

国。刚出生的婴儿毫无生存能力，所以每个人之

所以能够活下来，都是因为在生命的早期，遭到

了世界、尤其是家人的友善对待，我们的血管里

流淌的是父母、是祖父母、是家族、是这个民族

的血液，没有 他 们 就 没 有 我 们 的 存 在。１０月 有

许多节日与感恩有关：１日的国庆节、４日的世

界动物日、６日的国际老人节、１３日的国际教师

节，特别是在阴历８月和９月之际、阳历１０月

的中秋节和重阳节。无论是以团圆为主题的中秋

节，还是以敬老为主题的重阳节，都充满着浓浓

的感情。我们可 以 用 “１０月，让 我 们 给 父 母 写

家书” “１０月，让我们为师友做件事” “１０月，
我爱祖国的十个理由”等作为１０月的事名，以

恰当的形式，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感谢老师教诲

之恩，感谢他人帮助之恩，感谢自然赐 予 之 恩，
感谢社会关爱之恩，感谢祖国培育之恩，做一个

懂得感恩、有责任感的人。
·２１·



１１月的习 纲 主 题 是 自 信，目 标 指 向 是 我 能

行，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乐观、勇敢、担

当。自信是可以把渺小变成伟大的力量，是能够

让普通的生命书写出传奇的魔笔。自信甚至是拯

救人的一种力量，能够让人在逆境中逆风飞扬。
一个乐观的人，容易产生自信。一个勇 敢 的 人，
容易检 验 自 信，一 个 有 担 当 的 人，容 易 体 现 自

信。我们可以 用 “１１月，让 我 们 受 了 委 屈 不 生

气”“１１月，让我们登台演讲”“１１月，让我们

主动挑起一件重任”作为１１月的事名，学会让

自信这轮心灵深处的小小太阳发光，养成自信的

习惯，让自己的人生的路上，沿途都洒满阳光。

１２月的习 纲 主 题 是 自 省，目 标 指 向 是 善 反

思，习目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是计划、自律、自

强。有人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

们记住的日子。有人说，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一

过。无论如何，在一年中最后一个月，自省应该

成为一年结束的必修课。一个人如果形成了工作

的计划性以及反思、自律的好习惯，就可以挑战

困难，笑对 挫 折，自 立 自 强。我 们 可 以 用 “１２
月，让我们 做 好 计 划” “１２月，让 我 们 记 录 生

活”“１２月，让我们挑战困难”作为十二月的事

名，让师生学会自省，学会从失败中寻 找 教 训，
从成功中总结反思经验，激发成长的不竭动力。

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每月一事”已经形

成比较科学规范的基本路径和操作模式。每个主

题操作一般分为五步进行。
一是主题开启，营造情境。主题开启，主要

是通过开学典礼、国旗下讲话、重要节日的庆典

等，或者班级的晨会等，宣布每月一事的主题活

动月正式开始，使活动本身具有神圣的仪式感。
如海门市证大小学精心设计课程，在４月３０日

全体师生集中体育馆，隆重举行了 “星光币劳动

创业”每月一事启动仪式暨 “星光银行” “星光

拍卖行”“星光创业商店”成立典礼，启动勤劳

好习惯的 “每月一事”。校长、副校长为 “星光

银行行长”、星光拍卖行的 “拍卖师”、星光创业

商店的营业员授牌，并详细讲解校园劳动项目及

认领方式等。
二是深度阅读，强化意义。主题阅读，可以

帮助师生更好地理解主题的内涵和文化背景，明

了主题的价值意义，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自觉

地参与到 “每月一事”中来。这个环节之中，精

心挑选阅读的内容，针对每个年级学生的认知特

点和阅读水平，选择适宜的内容供所有师生选择

阅读，是 主 题 阅 读 的 关 键 所 在。根 据 活 动 的 主

题，推荐适合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内容。在形式

上，幼儿到小学一、二年级以童谣、儿歌、短篇

故事为主；小 学 三、四 年 级 以 诗 歌、整 本 书 为

主；小学 高 年 级 及 中 学 以 整 本 书、古 文 经 典

为主。
如新教育研究院主编的 《新教育晨诵》系列

图书，围绕着不同的主题选取了适合不同年龄的

诗歌、经典篇章，适宜于选读，新教育研究院新

阅读研究所研制的中国幼儿、小学生、初中生和

高中生基础阅读书目等系列书目，则为每个年龄

段的选书提供了参考。新教育研究院新父母研究

所推出的 《３６节电影课养成好习惯》，也提出了

“每月一事”电影课 的 操 作 方 案。江 苏 省 淮 安 市

天津路小学王艳老师举行的 《宝葫芦的秘密》亲

子主题观影活动，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结

合晨诵午读外，课内深度共读、家庭亲子共读也

非常重要。
三是实践体验，知行合一。 “每月一事”离

不开丰富的活动。在 “每月一事”的实践活动环

节，要特别注重和强调活动参与的全员性、适切

性、反复性和实效性。以重庆市长寿区第一实验

小学 “感恩”主题综合实践活动为例。该校针对

孩子们的身心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活动。如向孩子

们征 集 行 动 计 划 后，总 结 出 每 天 “四 个 一”活

动：要求 孩 子 们 早 上 离 家 时 跟 家 人 “说 一 声 再

见”；见面时 “打一声 招 呼”或 “给 长 辈 一 个 拥

抱”；放学时自己背书包；每天至少为家里 “做

一件力所能及的家 务 事”。如 每 个 班 开 展 “算 算

亲情账”活动，孩子与父母共同回忆并计算孩子

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开支，计算父母养育自己付

出的劳作，体会父母为之付出的心血。如 “爱在

人间”探访敬老院活动，孩子们在老师和父母的

带领下，来到敬老院慰问老人，表演节目、送慰

问品、给老人捶背交谈、打扫卫生，等等。
四是充分展示，各显其能。主题展示是习惯

养成的重要环节。在组织形式上，以开放和民主

为原则，根据展示内容，可以是班级展示，也可

以是年级展示，还可以结合学校的大型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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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性的展示。如焦作市东环小学专门把展示环

节设立为 “每月一赛”活动，让孩子们认识到比

赛的本质是挑战自我，不断提升，而不是彼此之

间的恶性竞争，把所有的学校竞赛都结合 “每月

一事”的习纲进行，１２个月份，１２个不 同 主 题

的比赛，让 每 个 孩 子 都 能 结 合 自 己 最 擅 长 的 一

面，选择属于自己的舞台，而且随着每一年的经

验总结，具 体 的 比 赛 形 式 和 风 格 还 在 不 断 地 变

化。每一个孩子都在比赛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

台，又始终保持新鲜感，不断地挑战自我。
五是反思提升，评价多元。在一个月的 “每

月一事”结束的时候，师生都要结合主题，写下

自己的感悟和反思，互相之间也要以多种多样的

方式进行互评。许多学校按照自我评价、同伴评

价、教师与父母共评的形式，采用 “日 日 反 思、
周周评比、月月表彰”的方法，提高学生时时处

处遵守规则的自觉性，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石

家庄桥西区采取学生自荐、班级推荐、学校考评

相结合的办法，评选 “每月一星”。在环保月中

表现突出的孩子，有学校颁发 “星光奖章”，其

他各个月评选出来的 “玫瑰使者”“社区志愿者”
“种植小能手”等一 个 个 故 事 人 物，也 都 分 别 在

学校 “星亮谷”里进行月度展示。
从已有的实施经验来看，要使 “每月 一 事”

项目卓有成效，除了在思想上对习惯养成高度重

视外，还需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与

操作方法。
一是全员参与和系统设计。“每月一事”虽

然是以教室为单元进行的，但如果没有学校的顶

层设计与全员参与，很难取得好的成 效。所 以，
建立校长总负责，德育处和班主任及全员参与的

工作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学校层面应该做好全

年的 行 动 规 划 与 工 作 方 案，每 月 初 （或 者 上 月

底）就把当月 （下月）的主题活动方案下发至每

个教师，供制订具体的班级活动计划和课程教学

计划做参考。班主任老师或完美教室团队要围绕

“每月一事”项目的 主 题，设 计 具 体 的 操 作 流 程

与活动 方 案，科 任 老 师 把 主 题 有 机 渗 透 到 各 学

科。同时，通过加强学校与家 庭、社 会 的 沟 通，
充分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形成开放多元、内容丰

富、形式灵活的 “每月一事”格局。
二是明确 要 求 和 鼓 励 创 新。“每 月 一 事”的

习纲主题、目标指向、习目专题是相对 明 晰 的，
在习目专题之下的行为习惯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年

龄发展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所选择为出发点

的当月之事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一月为例，
其习纲主题是 “节 俭”，目 标 指 向 是 “讲 俭 省”，
习目专题分别是节约、节制和俭朴。节约包括吃

饭不多占、吃饭不滴漏、不随意倒饭、多余饭菜

打包、适量点餐等；节制包括不暴饮暴食、在规

定的时间看电视和上网、不贪玩、花钱 有 限 度、
喝酒能 控 制 等；俭 朴 包 括 爱 惜 物 品、不 追 求 名

牌、不高消费、不赶时髦等。这些具体的行为习

惯，需要学校结合自身工作的侧重点，结合学校

的具体情况、班级的具体情况，灵活统筹安排。
在具体实施中，习惯养成要 鼓 励 大 胆 创 新，

因校而异，因地而异，因月而异。如海门实验小

学，就建构了 “十个学会”技能课程，即学会整

理房间、学会做五种菜、学会游泳、学会写一手

好字、学会一项球类运动、学会一项艺 术 特 长、
学会办电子报、学会表演、学会主持、学会小发

明。其中 前 六 个 是 必 修 项 目，后 四 个 是 选 修 项

目，也可 以 用 其 他 特 色 技 能 替 代。２０１４年，该

校又根据江苏省文明办的要求，启动了 “八礼四

仪”教育，即通过入学式、成长式、青春式、成

人式的 “四种 仪 式”，从 仪 表、仪 式、言 谈、待

人、行走、观赏、游览、餐饮八个生活细节入手

培养学生的文明素养。“八礼四仪”基本涵盖了

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易懂易学易做。
三是重点突破和螺旋上升。“每月一事”的

习惯养成，在幼儿园、小学低年段、中年段和高

年段，以及初高中年段要采取审慎选择、分步实

施、重点培养、螺旋上升的模式。配合 “每月一

事”的主题教育活动，力争使１２个习纲主题和

３６个 习 目 专 题 都 能 养 得 住、养 得 顺、养 得 牢。
其划分 逻 辑 是：３—６岁 幼 儿 园 阶 段，主 要 以 生

活自理能力和初步同伴交往能力方面的习惯养成

为主；６—１２岁小学阶段，以初步的阅读学习能

力和初步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自我提高能力方面

的习惯 养 成 为 主；１２—１５岁 初 中 阶 段，以 较 高

级的学 习、全 面 的 社 会 交 往 方 面 的 习 惯 养 成 为

主；１５—１８岁高中阶段，主要以研究性的学习、
深度的社会交往和高雅的自我修炼方面的习惯养

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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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简要地做如下小结。
我们用 “习惯”一词，希望强调素养形成的

行动路径，希望以习惯倒逼素养的落实，以外在

结果倒推内涵培育。我们希望把内在的难以触摸

的 “素 养”，变 成 能 够 外 显、可 以 培 养 的 “习

惯”，变成具体的 “每月一事”项目，通过一个

个可操作实施的课程，养成人的第二天性，形成

稳定的价值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创造幸福完整

的人生。
从个体成长看，良好习惯是创造幸福完整生

活的必备保障。从教育历史看，注重习惯养成是

中外教育的共同优良传统。从教育目标看，注重

习惯养成是夯实核心素养的必然方式。从世界趋

势看，注重 习 惯 养 成 是 全 球 教 育 改 革 的 主 要 朝

向。从社会环境看，良好习惯是促进社会和谐的

关键环节。从文明进程看，良好的习惯渐变是人

类不断进步的重要阶梯。
“每月一事”，不是仅仅每月做一件事，而是

每个月选择一个主题，以节俭、守规、环保、公

益、勤劳、审美、健身、友善、好学、感恩、自

信、自省的１２大习惯纲目、３６个专题习目彼此

关联，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行动体系，成为符合

儿童生命律动的一个教育生态系统。
“每月一事”，把习惯养成细化到从具体小事

入手，根据价值澄清、目标明晰、家校共育、反

思反馈、融合整合、持续有恒六大原则，遵循全

员参与和系统设计、明确要求和鼓励创新、重点

突破和螺旋上升的操作要点，以主题开启、情境

营造，深度阅读、意义强化，实践体验、知行合

一，充分展示、各显其能，反思提升、评价多元

的五个步骤有序开展。
“每月一事”的实质，是以１２个 习 惯 为 经，

以知识技能为纬，进行科学的编织，是对生活一

串串足迹的综合梳理，对生命一段段旅程的整体

观照，更是对人格的一次次用心建构，对幸福完

整教育生活的一天天真诚践行。
新教育追寻的彼岸，是培养出一群又一群长

大的孩子，从他们身上能清晰地看到，“政治是

有理想的，财富是有汗水的，科学是有 人 性 的，
享乐是有道德的”。一个孩子，只有把良好而全

面的习惯作为终身持续发展的动力，才可能这样

长大。

（本文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９日在第六届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上的讲演整理而成。感谢赵

振杰、余庆、童喜喜、余国志、诸葛智等人在论

文撰写过程中的帮助与贡献。）

（责任编辑：刘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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