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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孩孩子子做做有有教教养养的的好好公公民民
山大辅仁学校：这所学校习惯养成方案比教育部早三年

习惯是一个人行为的多层
次、长时间重复后的结果，是一
种相对固定的模式。人的习惯一
旦养成，就会成为一种自然的，
甚至是无意识行为，继而在不知
不觉中影响人的品德，作用人的
德行，甚至左右人的发展与成
败。

在济南有这样一所学校，早
在建校之初就通过持续调研、专
家引领、深入研究，历时三年打
造出一套完整的习惯养成体系。

“好习惯”透过课堂、活动、制度
与家校合作，悄无声息地融入学
校的日常教育与学生的学习生
活中，其习惯养成方案甚至与教
育部刚刚颁布的《中小学德育工
作指南》不谋而合。这所学校便
是山大辅仁学校。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历时三年

打造完善的

习惯养成体系

2012年9月，山大辅仁学校
建成招生，这所硬件设施一流、
师资力量雄厚的“年轻”学校稳
健又低调地发展着。虽然建校
仅有五年时间，却创立了一套
独特又完整的“好习惯”培养方
案。

“起初没有任何成功模式
可以借鉴，一切都要从零开
始。”学校教务主任董矛回忆，
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自打学校建校之初，全体教职
工便着手开展习惯养成研究，
试图探索出一条未曾有人走过
的育人道路。

为了摸清学生学习习惯中
存在的问题，学校广泛发放调
查问卷；为了及时把握研究的
现状、发展趋向及动向，全体教
职工阅读了大量习惯养成文
献；为了保证习惯养成体系的
科学性与可持续性，学校特意
邀请高校专家进校园，成立习
惯养成课题组，集合校内外的
教育合力，反复切磋，多方论
证，在不断研究与反思中逐渐
摸索出一套独到的“好习惯”培
养方案。

“调研入手、发现问题；策
划准备、成立课题组；师资培
训、全面落实；深化研究、资源
整合；资料整理、课题总结。”董
矛坦言，从最初筹备到最终收
获，“习惯养成”课题就像一把
离弦的箭，直指靶心，飞驰而
去。

扫
码
观
看
山
大
辅
仁

学
校﹃
习
惯
养
成
﹄视
频

习惯养成方案三年前已成形

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
善。这所学校要做的习惯养成
并非一纸空文，而是将“好习
惯”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
中，不再割裂“教”与“育”之间
的关系，将“好习惯”落到实
处。

“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学
生发展特点不同，习惯养成目
标与主要实施路径也会有差
别。”董矛表示，只有尊重学生
成长规律，才能更有针对性地
助力学生发展。

据了解，山大辅仁学校习

惯养成体系分为外在行为习
惯、内在思维习惯与价值判断
习惯三个层次。通过课程、学
校文化、德育活动以及家校互
动等多种育人模式，让学生了
解学习过程与方法，掌握知识
与技能，树立正确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中
小学德育工作指南》，让全国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了德育
工作的抓手与准则。

记者发现，《中小学德育工
作指南》中，课程育人、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
育人、协同育人六大德育工作
实施途径，与山大辅仁学校以
习惯养成教育为抓手，以课程
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家
校育人四个方面为主导的育人
模式不谋而合。换言之，早在三
年前，山大辅仁学校就凭借自
行研究制定的习惯养成方案，
走在全市乃至全国前列。

据了解，为了做到全员育
人，保证习惯养成教育的持续
性，家长也参与到习惯养成教
育活动中。他们主动了解学校

习惯养成教育内容，统一思
想，形成家校合力，共享生命
成长。

“学校是一个启迪智慧、
滋养性灵的生命场。在这个生
命的场域中，孕育了学生-教
师-家长之间的共同体。”山
大辅仁学校校长赵勇表示，习
惯养成模式的探索与成功实
践是全员育人的结果，只有家
长、教师、学生三者协同，倾力
参与，才能做到“养心育德，养
根育能”，让每个生命充满张
力。

低年级重礼仪，高年级重思辨

清晨，走在山大辅仁学
校的走廊上，总会听到琅琅
读书声，循着声音望去，每个
孩子都端坐在桌旁，偶尔站
起来念首诗，椅子总是轻轻
推出，轻轻放下，只能听见整
齐的吟诵声。这些安静的“朗
读者”不过是一群二年级的
孩子。

早睡早起、文明守礼、见
到师长要问好、起身后桌椅

板凳要收起、保持微笑、不乱
动他人物品……对这所学校
的孩子来说，规则已然形成
一种无声的习惯。

这不过是山大辅仁学校
习惯养成教育的一个缩影。
规范化、标准化的习惯养成
方案，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勤
学好问、健康生活、诚信交
往、文明守礼的好习惯，帮助
每一位学生成长为谦和守礼

文雅有序、热爱运动生活规
律、自主学习乐思审辨、诚实
守信友善沟通的好公民。

“我们的习惯养成方案
有内在逻辑可循。”董矛介
绍，低年级重视行为习惯的
规范、日常礼仪的学习，是外
在显性习惯的打造；对高年
级学生来说，则是思维习惯
的改变，是内在思想的养成。

“这里没有所谓的正确

答案，每个孩子都可以提出
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
论，在做中学，在学中做，透
过一次次自主研究培养他们
的批判精神。”董矛表示，这
是一种隐性的教育，这种教
育模式可以帮助每个学生养
成一种辨证思维意识，理解
理性思维的价值，从而在这
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坚守内
心，砥砺前行。

期末测评先进行习惯评价

通过课程育人、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家校育人，孩
子拥有做合格好公民的内驱
力，但要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与积极性，还不能缺少合理
的评价机制。

据山大辅仁学校习惯养
成课题组负责人朱建华介
绍，评价机制由期末终极评
价与日常评价两部分组成。
也就是说，除了最后的期末
测评，学生的日常表现也将
作为测评的一项主要内容记
录在册。为此，学校特意设计
了“好习惯存折”与《辅仁学
校模范小学生手册》，记录学
生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留
下他们的成长印记。

“日常的过程性评价助
力学生养成良好习惯，期末
测评则是对学生‘好习惯’培
养的阶段性检测。”董矛介绍

说，今年7月，山大辅仁学校
以“寻找美人鱼”为主题为一
年级的孩子们设计了一场期
末“乐考”。

这场测试没有监考人
员，没有老师维持秩序，学生
按要求排队候考，他们走进
一间间教室，接受提问，欢乐

闯关。
只不过，真正的测试从

他们走进教室前已悄然开
始。候考排队是否遵守秩序，
考试时与老师的互动是否有
礼又得体，用过的考具是否
放回原来的位置，这些都是
习惯评价的重要内容。

与低年级不同，高年级
学生会收到一份综合评价考
卷，山大辅仁学校六年级级
部主任张峰表示，每个学期
老师与学生会一起共读一本
书，期末时老师根据书目内
容设计考题，题目涉及语文、
数学、科学等多学科内容，这
些内容直指学生思维习惯的
养成。“能力评价与习惯评价
是同等地位，不是说学习好
你就是好学生，行为习惯与
思维习惯同样重要。”董矛
说。

从前期的课堂设计，到
一次简单活动，再到最后的
习惯评价，习惯养成在这所
学校绝不是花架子。“好习
惯”已经无形中走进每一个
学生的内心，化作真实行动，
成为他们成长路上一抹亮丽
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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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辅仁学校的孩子们开展研究性学习，学校已形成一整套习惯养成方案。 学校供图

山大辅仁学校学生有序等待期末“乐考”。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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