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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础教育中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来支撑研究结论。

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问题，指出基础教育中如何通过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进行引导和塑造是一个重要

的研究方向。其次，阐述了家庭教育的定义与分类，以及家庭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功能与作用。在案例分

析部分，选取了合适的案例，进行了关联分析，得出了案例的启示与反思。最后，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

成果，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基础教育中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

影响机制，为家庭教育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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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in basic education on behavioral habits, 
and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Firstly,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problems are introduced, pointing out that how to guide and shape be-
havioral habits through family education in bas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Sec-
ondly,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re expounded, as well as th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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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oles of family education i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analysis section, suitable cases 
were selected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cases were obtained. Fi-
nally,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
spect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lies in further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on behavioral habits in basic education,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
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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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受到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家庭教育方式通过传达父母的个性和价值观念，

将家庭环境塑造成为青少年成长的第一环境。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不合理的家庭教育方式会导致青少年

出现各种不良行为，并逐渐养成具有自身特点的行为习惯，成为阻碍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通过研究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影响，可以提供给家长和教育者一些指导原则，帮助他们更好地进

行家庭教育，培养青少年健康的行为习惯。此外，对于教育部门和社会管理部门来说，研究结果也可以

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研究的是家庭教育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行为习惯的影响[1]。行为习惯在学生发展过程中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社会适应能力和个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家庭教育作为最

早和最重要的教育环境，对学生的行为习惯产生着重要影响。 

2. 家庭教育理论基础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是指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对孩子进行的教育活动[2]。它是孩子

成长过程中最早、最重要的一环。家庭教育的定义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从内容上看，家庭教育可以包括道德教育、知识教育、情感教育等多个方面。道德教育是家庭教育

的基础，它主要培养孩子的道德观念、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规范。知识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关注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情感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它关注培

养孩子的情感表达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从方法上看，家庭教育可以分为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直接教育是指父母亲自进行的教育活动，如

给孩子布置作业、讲解知识、传授道德等。间接教育是指通过示范、引导和激励等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 
家庭教育还可以从性质上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正式家庭教育是有计划、有目

的地进行的教育活动。非正式家庭教育则是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进行的无意识或无目的的教育。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家庭教育可以提供儿童所需

的爱和关怀。在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中，父母以关爱和尊重的方式对待孩子，使孩子感受到安全和被重

视的情感支持，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家庭教育通过塑造良好的价值观和

道德观念，培养孩子的道德素养。在家庭中，父母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来传授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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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在家庭中，父母可以通过给予适当的责任和自主

权，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对个体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家庭教育的实施，个

体的行为习惯得以塑造和培养，从而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家庭教育能够帮助个体建立积极的行为习惯。家庭是个体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环境，家庭教育

的影响在个体行为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先导作用。通过父母的引导和示范，个体逐渐学会如何规范自

己的行为，并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因此，家庭教育对于个体行为习惯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家庭教育对个体的行为习惯进行规范和纠正。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良的行为

习惯。家庭教育有助于认识和意识到这些不良习惯，并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纠正帮助个体改正。因此，家

庭教育能够对个体行为习惯的纠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家庭教育通过授予个体适应社会的行为习惯，提升其未来发展的竞争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和进步，个体必须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习惯。家庭教育在这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让

个体了解社会的规则和要求，并培养他们具备合适的行为习惯，从而使其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具竞争力。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对个体行为习惯的影响不可忽视。家庭教育能够帮助个体建立积极的行为习惯，

规范和纠正不良的行为习惯，并提升其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发展，我们应

当重视家庭教育，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其效果。 

3. 行为习惯的形成与影响 

行为习惯作为一种个体稳定的行为表现，是个体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复性行为模式的集合。它是个

体在特定条件下习得的，并在相似的情境下自觉或无意识地保持并表现出来。行为习惯主要有以下几

个特点。 
首先，行为习惯具有自动性和高度稳定性。当行为习惯形成之后，个体会在相似的情境下自动地、

无需思考就执行这一习得的行为模式。 
其次，行为习惯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不断重复特定的行为，个体逐渐将其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

这种内化过程需要时间和实践，个体通过不断反复的练习和实践，逐渐将某种特定行为转化为自己的行

为习惯。 
行为习惯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涉及三个主要的阶段，即习得阶段、巩固阶段和

自动执行阶段。在习得阶段，个体通过模仿和观察他人的行为，逐渐掌握特定的行为规范。在巩固阶段，

个体通过不断重复练习，逐渐将习得的行为内化为自身的习惯。在自动执行阶段，个体在相似的情境下

自觉或无意识地执行已经形成的行为习惯。 
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作为儿童最早、最重要的社会化环境，家庭对于孩子的

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家庭教育可以通过规范的家庭环境、正面的行为示范、有效的奖

惩机制等方式，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家庭教育也需要注意避免不良的行为模式和环境

对孩子行为习惯的负面影响。 
行为习惯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行为习惯的形成受到个体内在

生物学属性的影响。个体对于某种行为的易感性、适应性等个体差异因素会对行为习惯的形成产生影响。 
外部环境因素对于行为习惯的形成也起到重要作用。家庭、学校、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会塑造个

体的行为模式。家庭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的行为习惯的塑造。 
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反复实践、重复体验某种特定行为，也是形成行为习惯的重要途径。反复的实践

和体验能够加深个体对于某种行为的认知，进而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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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在孩子的行为习惯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孩子的行为

习惯得以培养和塑造。 
家庭教育在形成孩子良好行为习惯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通过日常生

活中的言传身教，塑造了孩子的行为标准与价值观念。他们以身作则，通过正确的行为示范和教导，引

导孩子养成礼貌、乐于助人、诚实守信等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些正面行为模式被孩子接受并逐渐内化为

自身的行为准则，由此形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家庭教育在培养孩子自律的行为习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家庭教育，孩子学会了约束自己、

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坚持执行。这些规范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孩子的自律性，培养了他们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的能力。 
家庭教育还通过实践引导和经验分享的方式，对孩子的行为习惯进行塑造。家长可以通过丰富多样

的家庭活动和经验分享，帮助孩子改正不良行为习惯，培养良好的替代行为。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行为习惯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家庭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养成遵纪守法、乐于助人、自律自强的良好行

为习惯，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家庭教育在提升行为习惯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4. 案例分析 

本章旨在通过对不同案例的选择与背景分析，探究基础教育中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影响。在选择

案例时，我们注重涵盖不同家庭背景、教育方式、行为表现等方面的多样性，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全面性

和可靠性。 
首先，我们选择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作为案例对象。这样的选择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

度观察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影响。我们选取了我国一线城市的高收入家庭为案例，家庭在孩子教育投

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主要集中在 30%左右以及 50%以上，分别占比 22%和 26%，这说明了经济水平提

升，家庭愿意投资更多在孩子的教育上面。现在我们探讨在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情况下，家庭教育如何

塑造孩子的行为习惯。同时，我们也选取了一些来四五线城市某地区自低收入家庭的案例，其教育投入

仅占 6%和 3%。以研究在物质条件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家庭教育如何对孩子的行为习惯产生影响。这样

的选择能够帮助我们充分认识不同家庭背景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塑造作用。 
其次，我们引入了多种教育方式不同的案例。如案例一：尊重孩子的个性与成长节奏。背景：女儿

桐桐 2 岁时，母亲认识到孩子应该多交朋友，于是积极鼓励桐桐与小朋友打招呼和玩耍。然而，桐桐性

格内向，不喜欢主动交流，母亲便代替桐桐说话和参加游戏，导致桐桐逐渐失去自我探索的能力，并产

生社交焦虑。转变：母亲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当后，开始尊重桐桐的个性，不再强迫她交往，而是慢慢

引导桐桐自己玩耍和交朋友。结果：桐桐逐渐变得自信，与小朋友的交往也更加自然，朋友逐渐增多。 
案例二：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感恩心。背景：某家庭中，父母注重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感恩心，让

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如刷碗、擦地、洗衣服等。做法：父母通过分配家务任务，让孩子体验劳动的乐趣和

辛苦，从而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感恩心。同时，父母也给予孩子适当的鼓励和肯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成就感。结果：孩子逐渐学会了感恩和付出，变得更加懂事和体贴。他们不仅能够主动承担家务劳动，

还能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案例三：强势控制与高压教育。背景：南京某高三男孩李某，母亲对其学习要求极为严格，希望他

能出人头地。做法：母亲辞职专门陪读，对李某的学习进行全方位监控和干预。每当李某稍有退步或表

现不佳时，母亲便会严厉批评甚至辱骂。结果：李某在巨大的压力下变得焦虑和抑郁，最终在一次争吵

中拿起菜刀砍杀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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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父亲缺席与母亲焦虑。背景：某家庭中，父亲忙于工作很少陪伴孩子，育儿的重担完全落

在母亲一人身上。做法：母亲不仅要承担家务劳动还要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由于压力过大和焦虑情

绪无法排解，母亲经常对孩子发脾气或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结果：孩子感受到母亲的情绪变化后也变

得焦虑和不安，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和行为问题。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涵盖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如父母的口头教育、道德引导和榜样示范等。 
最后，我们还选择了一些行为表现有差异的案例，以便更好地了解家庭教育与行为习惯之间的关联。

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些孩子表现出积极向上的行为习惯，如自律、勤奋、乐观等；而有一些孩子则表现

出消极的行为习惯，如拖延、自卑、消极等。我们希望通过比较这些不同行为表现背后的家庭教育差异，

揭示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塑造作用。 
家庭教育是塑造儿童行为习惯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通过家庭教育，儿童接触到了各种习惯的形成

和养成的机会。首先，家庭环境对于儿童行为习惯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温馨和谐的家庭中，父母以

身作则，展示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儿童会受到良好的榜样影响，培养出积极向上的行为习惯。 
其次，家庭教育对于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也有着长期的影响。儿童在家庭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将在学

校和社会中得到延续和发展，成为他们的品格特质。而不良的家庭教育则容易造成儿童形成不良习惯，

甚至长期存在的行为问题。因此，家庭教育对于儿童行为习惯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家庭教育与行为习惯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一些有价值

的启示和反思。本章节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旨在从中提取出对行为习惯的影响以及

家庭教育的作用。 
首先，通过对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在塑造儿童的行为习惯方面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案例中，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和责任感，通过给予他们明确的规则和要求，

让他们明白良好行为的重要性。 
其次，案例分析还揭示了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除了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育

方式外，兴趣培养也被发现是塑造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手段之一。 
进一步的案例研究表明，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塑造还需要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良好沟通和相互关

系。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使其更容易形成积极、向上的行为模式。一位父

母的案例也显示出，通力合作的夫妻关系对于孩子的行为习惯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家庭成员

之间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是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不可或缺的要素。 
综上所述，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分析和细致观察，我们得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能够培养孩子积极向上

的行为习惯，而良好的兴趣培养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影响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因素。因此，在

实际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注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揭示了家庭教育在塑造儿童行为习惯方面

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家庭教育环境方面，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教育氛

围都与儿童的行为习惯密切相关。 
在家庭教育方式方面，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教养方式也对儿童行为习惯的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据研

究显示，温暖而有限度的父母监管方式能够促进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而过度严厉或过于宽松的监

管方式则容易导致儿童行为习惯问题。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要合理运用惩罚和奖励，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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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示范，提升孩子的自控能力和责任感。 
家庭教育对于儿童行为习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建议家庭教育应重视

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提供适宜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并采用温暖而有限度的监管方式，合理运用惩罚和

奖励，以达到促进儿童行为习惯良好养成的目标。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不仅深入了解了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的影响，还揭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和

机制。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些限制和不足之处，因此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发现，但仍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通过进

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改进研究方法和引入其他因素的考量，我们有望进一步深化对家庭教育对行为习惯

的影响的理解，并为实际教育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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