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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家庭教育的著作，市面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学家探索创立的“家庭教育学”理论学说，成
为面向师范院校学生开设的课程教材；另一种是心理咨询专家以心理咨询、治疗案例进行的经验总结
，以个案分析形式提出建议。
前者多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角度提出主张，在“怎样做”的具体指导方面，既缺乏家庭教育
的经验之谈，也没有实践中的系统、细致的操作；面向大众的家庭教育理论虽以专题讲座形式更接近
生活，但由于讲座时间限制，内容限于某个专题，因而显得支离破碎。
后者以个案在教育心理学理论中的咨询、诊断、矫治为主，属于“教育心理学化”，不能解释、解决
教育过程中的许多共性问题，更不能把每类教育问题、原则、方法全部呈现。
须知，教育学和心理学虽互有交叉，但不能互相代替。
更何况，英国心理学家鲁道夫谢弗认为“需要临床治病的孩子不能作为普通孩子的代表”，同样，为
心理不健康的孩子进行心理咨询、矫治的经验同样不能给大多数家庭的教育以普遍指导，只能供特殊
孩子、特殊家庭参考。
    家长可能经常由于一些问题而烦恼、困惑：教育出好孩子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怎样才能提高孩子的成绩？
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朋友？
如何让我的孩子更健康？
在孩子出现逆反心理时应当怎么办？
解决大多数家庭中的普遍问题，又能兼顾到个别家庭中的特殊问题，这样的指导才具有普世价值。
    基于这些思考，我编写了这本书。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中外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关于家庭教育的深刻论述，把二十多年家庭教育
的感悟呈交到读者面前，让家长无须理解深刻的理论研究也能生动、形象地品读全书，并掌握到实用
的操作方法。
从“家庭教育观”开始，把涉及家庭教育的环境、品德、沟通、学习、情商、心理、生理、审美、体
育、适应初中生活、职业规划、中考等13大板块，分别展现给家长，力求揭示全貌，让家长全面了解
家庭教育，全方位地给予子女正确的教导，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当然，有的内容也作了取舍，如心理篇并没有“个性”、“气质”的专述，“职业规划”篇也没有
展示“智能”、“职业”，主要因为“职业规划”中的“气质”分类能给心理篇以补充，或者有的内
容给家长们一个网址，家长就可以自己了解，这可以减少重复，缩短本书的篇幅。
    由于水平有限，不能将本书称为“万能钥匙”，但阅读此书，定能给家长释疑，找到适合本人的满
意答案。
    我校自从1998年创办家长学校后，开展了实实在在的教学和改进家庭教育状况的工作，至今已有14
年的历史，收到了可喜成果。
我和参与编写的老师们都积累了点滴经验，本书中的大部分案例来自于教育实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可借鉴性，向家长推荐的教育主张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希望通过我们的劳动，给更多的家庭带来福音。
    这本书似乎是面对家长的谈话，其实，家庭教育的终端总要落在孩子的身上。
刚刚走出小学阶段、踏进中学不久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发育的前期或初期，即将或正在表现出青春
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这个复杂而又危险的年龄，给亲子沟通造成无法预知的障碍，让家长绞尽脑汁却又莫名其妙。
此时，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佳选择，莫过于多花些时间，在茶余饭后一起读些家庭教育的文章和
书籍，用能站得住脚的理论增强对孩子的说服力，让孩子知道家长对他的企盼，在互相了解的融洽氛
围中，两代人互相沟通、共同成长、共同提高，这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祝愿每个孩子快乐成长，祝福每个家庭幸福安康！
    如有偏颇或错漏之处，敬请家长和读者不吝赐教。
    大兴安岭林业育才中学副校长    孟祥迁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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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祥迁所著的《和孩子一起上初中》从家长的教育观、家庭教育环境、品德培养、两代人沟通方法、
提高学习成绩、情商的培养、心理素质、生理问题、审美能力、体育锻炼、尽快适应初中生活、职业
规划、决胜中考等1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侧重于“怎样做”，力
求给迷茫中的家长和老师以启迪。

    《和孩子一起上初中》中研究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初中生，最适合初中孩子的家长参阅。
然而，从学生心理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高中生和小学生的家长也能找到适当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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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祥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学高级教师，现任黑龙汀省大兴安岭林业育才中
学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被评为黑龙江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黑龙汀省思想政治课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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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我们的祖先有一些教育孩子的心得。
有的相信儿童“自然成长”，认为儿童的发展是“树大自然直”，这种观念的结果是对孩子放任自流
，不管不问；有的相信“教育主导”作用，认为孩子的发展依赖于教育，相信“养不教，父之过”的
道理，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悉心教育，积极引导；有的相信“养教分工”，认为孩子的教育应有分
工，家长管养，学校管教，往往把子女的教育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忘却了自己的责任。
    传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
时代的进步，新生事物的出现，不断要求人们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来认知世界，用新的思维解决问
题。
    毫无疑问，“教育主导论”的观点是现代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道理
很多家长都耳熟能详。
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孩子教育的失败都可归根于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有效的教育。
同一批入学的孩子，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育内容，为什么人学时的表现千差万别，后来的发展也层
次不一？
老师对不同孩子的偏爱、关心确有差别，但作为孩子的启蒙老师——家长才是最直接的因素。
    英国心理学家鲁道夫·谢弗认为：“教育观念影响着成年人对儿童的教养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决定
了儿童的发展。
”可以说，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素质，不同的家庭教育观念，势必会产生不同的家教环境、方法和效
果。
    一位孩子已升人大学的妈妈曾跟我说起她的孩子。
在孩子上初中、正处于青春期的时候，她就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很大——孩子的身体正在发育，心理
状态不稳定，学习压力大。
所以，她每天提心吊胆地观察、教育着她的孩子。
孩子的每次情绪激动、每次情绪不高，都让她睡不着觉，这是个多么负责而又细心的家长啊。
为了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她找到一些关于现代中学生思想方面的书来看，还时常给老师打电话询问孩
子在校的表现。
由于她的细致和周到，孩子顺利地度过了青春期，并如愿考上理想的高中、大学。
    与她相比，那些把孩子留给老人来照顾，或者在家聘请保姆来照管，甚至把孩子寄养在老师家里的
做法，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吗？
这些家长全然不知，孩子的成长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熏陶的结果。
无论是“自然成长论”还是“教养分工论”，家长若不亲自对孩子进行教育指导，孩子一旦出现问题
，再怎么大骂孩子不像自己、跟自己不亲也无济于事。
    有的家长只是要求学校严格管理，希望学校安排学生上早晚自习。
只要学校组织了课外学习，家长就当“甩手掌柜”，对孩子学习放一百个心。
    有个家长在谈论自己经常逃学、打架的孩子时痛心疾首地说：“你看我也没少管他呀，让他住在老
师家里，给他找各科老师补课，从小我就给他买钢琴，让他学美术，别人孩子没有的东西，我都给他
买了，家里什么事都不用他管，只是希望他好好学习，他怎么就这样没出息呀？
”这样的家长不乏其人。
    鲁道夫·谢弗对儿童心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父母相信激发儿童对于周围世界的好奇心是父母的
责任，那么这一观念会在具体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但前提是父母和儿童之间需要有长时间的交流积累
。
反之，如果父母相信儿童有着内在的好奇心驱动，或者诸如老师一类的职业人员才是激发儿童兴趣的
合适人选，他们所持有的态度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教育实践的结果告诉我们，学校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个存在问题的家庭。
要改变孩子，家长就必须先改变自己，改变由于自己的经历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没有父母的爱培养出来的孩子，是有缺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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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负有教育责任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甚至还可能包括亲友。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继续，孩子在家期间的学习是对在校一天学习认知的巩固和延伸。
家长如果把教育孩子全当成学校的事，与自己无关，就是对教育责任的片面认识。
    曾有位教育专家在讲座中说：“中国什么人最需要教育？
是家长！
”家长要改变教育方法，首先要改变教育观念。
只有知道了要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才会有两代人共同成长的成长观，才会有平等相处的民主观，
才会主动地学习和改进家教的方法。
    作为家长，我们首先应当努力为孩子创造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尽可能地为孩子创造条件，并在孩
子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给予其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导、指导。
这对于进入初中学习的孩子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其次，如果我们过去的教育存在一定的失误，孩子的学习欠债很多，基础差到没有希望继续升学的地
步时，作为家长就应当及时调整教育观念，改变教育目标。
试想，逼着每次考试都“垫底”、对学习知识已经没有兴趣、失去信心的孩子，还要让他努力考大学
，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必然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造成孩子逃学、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恶果。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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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教师毕竟是在教育问题上思考比较多的群体，家长对老师的敬仰和期望可能高于其他职业，特别是谈
起教育孩子问题时，常常问老师“怎么办”！
现在《和孩子一起上初中》一书出版了，这不仅是我们学校教育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家长和孩子的
福音。
    或许孩子存在的问题带有个性，因而本书并非每个章节都对读者有指导意义，或许为了追求全貌而
对个别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或许由于专业水平有限而出现认识上的偏差，都不影响读者“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
    以本校老师之力，能够编写出对全社会家长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专业著述，是我校家长学校工作绽
放的一朵奇葩，也是编写人员辛勤耕耘的结晶。
作为校长，我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
我相信，科学的家庭教育，能让您的家庭更和谐，孩子的成长更顺风顺水，学校的教育工作减轻更多
的压力。
    大兴安岭林业育才中学是个初中学校，是大兴安岭地区教育的窗口。
编写本书的老师都是高级教师，有着14年家长学校的管理、教学经验，有的多年担任副校长、德育主
任、班主任、专业教师，有的具有心理咨询师的执业资格。
他们是育才中学教师的优秀代表，我向他们的优秀成果表示祝贺，也希望他们能得到读者更多的认可
。
    感谢刘丕永先生在编写本书中给予的辛勤斧正！
    大兴安岭林业育才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艳斌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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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春期教育历来被认为是难题最多的教育，家庭教育方式影响着孩子青春期的未来。
如何正确帮助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是许多家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孟祥迁所著的《和孩子一起上初中》融汇了现代的教育理念、方法和经验，从家长的教育观、两代
人的沟通方法、如何提高学习成绩、职业规划、决胜中考等13方面，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家庭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并侧重于“怎样做”，力求给迷茫中的家庭教育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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