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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习惯成就好人生



站在生命的起跑线上， 开始一场人生的马拉松赛跑，

为什么起点相同， 结局却迥然不同？ 秘诀就在于学习。 学

习能够点石成金、 削璞为玉。 提高学习能力， 会让你从平

庸中脱颖而出， 踏上人生闪光大道， 奔赴心中远大前程。

学习能力， 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 运用科学的学习

策略去独立地获取、 加工和利用信息，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一种个性特征。 在学习活动中， 自学能力、 问题解决

能力、 实验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综合能力是通过学生的主体

操作性活动， 如阅读、 讨论、 练习、 交流、 制作、 调查探

究、 实验等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需要观察、 记忆、

思维、 想象、 表达等基本能力的支撑。

教师的职责主要不在于 “教”， 而在于指导学生的

“学”， 不能满足于学生 “学会”， 更要指导学生 “会学”，

激励思维， 变 “教” 为 “导”， 以此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 陶行知提倡对学生实行 “六大解放”， 把学生的眼

睛、 头脑、 双手、 嘴、 空间、 时间都解放出来， 把学习的

自由还给学生， 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让课堂变成学

生演奏的大合唱， 教师只是乐队的指挥。 因此， 培养学生

能力就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问题、 学习解决问

题、 探究实验设计等主体学习活动， 以思维训练为主线，



从而实现基本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协调发展。

枟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故事全集枠 共分 １０ 册：

１畅学习的最大动力　　　２畅把阳光加入想象

３畅让头脑卷起风暴 ４畅梅花香自苦寒来

５畅钻石就在你家后院 ６畅好习惯成就好人生

７畅芝麻开花节节高 ８畅梦里花落知多少

９畅长天一色共秋水 １０畅墙内开花墙外香

该书旨在帮助青少年朋友在阅读的启发与快乐中进行

学习，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迅速提高学习能力， 找到事

半功倍的学习方法， 为自己找出学习的乐趣！

翻阅书卷， 答案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你会从别人的

故事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 唤醒沉睡的记忆； 从别人的

奋斗中找回曾经的梦想， 点燃希望的火种； 从别人的感悟

中找到成功的诀窍， 扬起理想的风帆； 从别人的性情中找

到真实的自我， 播洒爱的阳光， 从而在愉悦与感动中， 鼓

足勇气， 坚定信念， 阔步向前方迈进。

本套丛书所选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心选编， 值得品读。

在每篇文章后设有 “心灵悟语”， 拉近了作者与读者心灵

的距离， 因而使得本套丛书更富有人文气息和启发性。

本书编纂出版， 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

持。 在此， 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朋友们一并表

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等方面， 由于时间短、 经验不足， 可

能有不足和错误， 衷心希望各界人士及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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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好习惯受用一生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 “什么是教育，
简单一句话， 就是要培养良好的习惯。” 英国
唯物主义哲学家、 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 科学
归纳法的奠基人培根说： “习惯真是一种顽强
而巨大的力量， 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 因此，
人从幼年起就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

惯。”



诗人与少年

东晋时候， 有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叫陶渊明， 他晚年辞

去官职， 回到乡下。 人们都知道他很有学问， 纷纷慕名前

去求教， 他都热情接待。

在初夏的一天， 一位少年来到陶渊明乡间的住所。 当

他见到仰慕已久的著名诗人陶渊明时， 非常激动， 毕恭毕

敬地说：

“陶老先生， 我一直非常敬佩您的学识。 今日小辈前

来， 只为讨取学习的 ‘秘诀’， 以开茅塞。”

陶渊明听罢， 哈哈一笑， 感到这个少年幼稚无知： 学

习哪有什么 “秘诀” 呀！ 可转念一想， 自己作为一个长

者， 应当耐心引导少年求学才是， 可不能轻易伤害他那可

贵的求学积极性。

于是， 他便亲热地拉着那位少年的手， 说：

“来， 来， 小朋友， 跟我来。”

他们一老一少， 手拉着手， 一起来到陶渊明亲自耕种

的稻田旁边。 陶渊明用手指着一棵禾苗， 对那位少年说：

“小朋友， 你去观察一下， 看它是否在长高呢？”

少年走上前去， 蹲在禾苗跟前， 睁大眼睛， 仔仔细细

地观察了许久， 直到腰酸腿疼， 才站了起来。 那少年回转

身来， 失望地看着陶渊明， 摇了摇头， 说没有看到禾苗在

２



长高。

陶渊明问道：

“你说没看见长高。 那么请问， 这禾苗是春天刚刚栽

下的， 为何现在变成了一尺多高？”

少年又迷茫地摇了摇头， 也觉得莫名其妙， 不解

其因。

陶渊明耐心地引导他说：

“小朋友， 你听我说， 这些禾苗实际上每日每时都在

不停地增长， 只是我们人觉察不出来罢了。 读书也同此

理。 知识的增长， 也是一点一滴的， 有时连自己也觉察不

出。 但是， 只要勤奋学习， 持之以恒， 就会由不知到知，

由知之少到知之多。 这就像春天种的禾苗那样， ‘不见其

增， 日有所长’ 啊。”

少年听后， 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然后， 陶渊明又带着少年走到一块磨刀石前， 用手指

着问道：

“小朋友， 你看到磨刀石上那凹进去的石面了吗？ 你

可曾看到它是哪一天磨出来的？”

“没有看到。” 少年摇摇头， 答道。

陶渊明说：

“这个磨刀石上的凹面， 是农夫们长年累月地在上面

磨刀、 擦镰，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磨出来的。”

少年又不明白了： 陶先生讲这磨刀石的事， 又与学习

有什么关系呢？

陶渊明看出了少年若有所思， 又迷惑不解的神情， 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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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机说：

“从这磨刀石上， 我们又可以悟出另一个学习的道理：

这就是学习不能间断。 否则， 就如这磨刀之石， ‘不见其

损， 日有所亏’。 间断了学习， 知识就会不知不觉地逐步

地忘掉了。”

少年听罢这深入浅出的道理， 恍然大悟， 再也不去寻

求什么学习的 “秘诀” 了； 表示回去以后， 要勤学苦练，

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少年拜谢后， 请求陶先生给他题词留念。 陶渊明欣然

同意， 提笔一挥而就， 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勤学如春起之苗， 不见其增， 日有所长；

辍学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读书学习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外传的 “秘密武

器”。 如果非要说有的话， 那就是 “不间断地勤学

苦读”。 如此而已， 别无他法。

４



守株待兔

春秋时期， 一个炎热的夏天， 宋国的一个农夫正在田

间锄地。

赤日炎炎似火烧， 农夫面朝黄土背朝天， 汗流浃背，

气喘吁吁， 又累有热。 他刚要直起腰想休息一下， 突然，

只听 “噌” 的一声， 有一只野兔从旁边的杂草丛里慌慌

张张地窜了出来， 把农夫吓了一跳。 说时迟， 那时快， 那

野兔一头就撞在田边的一棵树上， 当即便躺在地上一动也

不动了。

那农夫感到莫名其妙， 立刻放下手中的锄头， 过去一

看： 嘿， 那兔子死了。 可能是野兔受到了惊吓， 奔跑的速

度太快， 冲得太猛， 失去了控制， 一下子撞得头破血流，

硬把脖子也给撞断了。

一点儿力气都没花， 就白白地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

兔， 这真是好运气！ 回家可以美餐一顿了， 农夫高兴极

了。 他心想： 这可是个便宜事。 要是天天都能捡到撞死的

野兔， 日子可就好过了。 省得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 在火

辣辣的太阳底下锄地， 受这份罪了。

从那以后， 他再也无心出力气种田了。 每天一大早，

他就来到自家的田头， 把锄头一扔， 便舒舒服服地躺在那

棵大树底下， 等着有第二只、 第三只野兔⋯⋯

５



他每天从一大清早起， 一直等到天黑。 他等啊， 盼

啊， 盼啊， 等啊⋯⋯一直等了好多天， 盼了好多天， 可再

也没有看到有倒霉的野兔撞到那棵树上； 而他的田里， 却

长满了野草， 土地全都荒芜了。 结果， 那年， 他家的粮食

颗粒未收。

“运气” 这玩意儿， 总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往往是意外 “撞” 上的， 可遇不可求。 读书学习，

要想有收获， 就得有付出， 就得靠辛勤劳动， “运

气” 从来就是靠不住的。

６



两个和尚取经

古时候， 四川省西部深山里的一座寺庙里住着两个和

尚： 一个是富和尚， 家里很有钱， 吃的是白米白面， 穿的

是绫罗绸缎； 另一个是穷和尚， 吃的是粗茶淡饭， 穿的是

破衣烂衫， 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他们两个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都想到地处浙江省

舟山群岛的佛教圣地———普陀山去取经。 所谓 “取经”，

就是求取经书。

从四川西部到位于东海的普陀山有几千里地之遥， 途

中有数不清的高山大河。 特别是在古代， 交通很不发达，

要走那么远的路程， 那一定是困难重重。 这样的举动， 对

于一般人来说， 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有一天， 穷和尚找到富和尚， 对他说：

“我要到普陀山取经去了。 你说行不行？”

富和尚听了， 感到很惊讶， 不解地问道：

“到那里去， 来回有好几千里地。 像你这样穷得丁当

响， 没有盘缠， 你靠什么去呢？”

穷和尚平静地说：

“你问我靠什么？ 我只要有一个喝水用的瓶子， 一个

吃饭的碗就行了。”

富和尚听了， 不禁轻蔑地哈哈大笑起来， 说：

７



“早在几年前， 我就立下了志愿， 要到普陀山去取经。

我正在积攒金钱， 要买一条大船， 顺江而下。 我积攒了好

几年的盘缠， 还都没去成呢。 就像你这样穷得分文没有，

想靠一只破水瓶、 一只破饭碗， 一路化缘， 就要去那么远

的地方取经？ 你真是大白天说梦话， 痴心妄想！”

富和尚根本不相信穷和尚能够到那么远的地方取回经

书来， 以为他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富和尚万万没有想到， 那穷和尚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他说去就去， 果真独自一人上路， 到遥远的普陀山去取

经了。

到了第二年， 穷和尚经过千辛万苦， 高高兴兴地从普

陀山取回了珍贵的经书， 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那富和尚呢， 还是迟迟没有上路。 穷和尚把一路上的

所见所闻告诉了富和尚， 并把取回来的经书让他看。

富和尚见穷和尚真的取回了经书， 开始是感到大为惊

讶， 紧接着脸色变红， 不禁羞愧地低下了头。

面对困难， 毫不退缩， 知难而进， 就会克服困

难， 获得成功； 面对困难， 知难而退， 消极等待，

坐而论道， 无所作为， 就会一事无成。

８



鲁班教子

我国古代， 有一位著名的建筑工匠、 创造发明家叫鲁

班。 他原名叫公输般， 即 “公输” 氏， 名 “般”， 是春秋

时期的鲁国人。 因为他出生在鲁国， “般” 与 “班” 又同

音， 故称他为 “鲁班”。

鲁班善于钻研， 又很聪明， 曾创造古时候作战攻城用

的云梯和磨粉的磨， 相传还发明了木作工具。 过去， 木匠

们都尊称他为 “祖师”， 非常崇敬他。 由于鲁班木工技术

高超， 谁也超不过他。 所以， 后来人们就把在行家面前炫

耀本领称作是 “班门弄斧”。 现在， 人们又把 “班门弄

斧” 这个成语作为在行家里手面前的自谦语。

据传说， 鲁班有个儿子叫伢子， 从小聪明伶俐， 鲁班

非常喜爱他。 儿子一天天长大了， 干点什么事呢？ 鲁班很

关心这件事。

孔夫子说： “十五而有志”。 伢子长到 １５ 岁时， 有一

天， 鲁班问他： “伢子， 你已经不小了， 想干点什么营

生呢？”

伢子想了想， 说： “我要去种地。”

鲁班高兴地说： “种地好啊！ 不种地， 就没有饭吃。”

于是， 鲁班把儿子送到农民家去学干农活。

一年过去了， 伢子回家来了。 对父亲说： “种田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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