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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长助学助考》作者对家长助学、助考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广大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面临的
一系列问题，进行透彻分析。
从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解决心理困惑，到助考环境、饮食搭配等各个方面对家长进行全程
指导，内容丰富。
不仅阐述了实用的家教理念、家教艺术，还介绍了助学助考方法及有关注意事项，极具实践性、针对
性、指导性，能让家长从中得到很好的启发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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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前锋，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1999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长期致力于学习方法，人格成长、心理咨询治疗、心理健康教育等领域的
研究，精通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及实践运用，擅长人格解析，发表专业文章30多篇，出版专著5部，是
国内资深的睡眠问题、音乐治疗、心理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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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为何中国父母座次排在最后边　　高尔基说过：“爱孩子，那是连母鸡也会做的事，而真正
要教育他们则是一件大事了。
”中国父母在养孩子上花的心血、力气、脑筋，可以称得上是一流。
这些自以为是的爱，用孩子的话说就是：“妈妈只关心我吃穿的爱，让我受不了，让我感觉发腻。
好像我到世界上就是一种来吃穿的动物一样。
”　　在一家青少年研究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中，调查对象分别是日本、美国和中国的高中生，调
查项目是学生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人是谁”。
统计结果如下：日本学生答“最尊敬的人”中，列前三位的是：父亲、母亲、坂木龙马（日本著名历
史人物）；105名美国学生答“最尊敬的人”中，列前三位的是：父亲、迈克尔·丹（球星）、母亲；
而12000名中国学生答“最尊敬的人”中，父亲列第十位，母亲列第十一位。
（《教育漫谈》2006年第2期）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反映出当代的家庭教育存在有一定的问题，而且
表明也和中国传统的家教有一定的距离。
中国传统教育中提倡的遵从，从目前整个家庭教育状况反映的结果可以发现，如今的孩子在心里面，
姑且不说遵从孝顺，就连对父母最起码的尊敬也没有了。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状呢？
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如今有相当多的父母，对子女只养不教。
他们觉得父母的责任就是供孩子吃、喝、穿、住，把孩子养大就行，至于教育孩子，他们则认为那是
学校和社会的事。
　　中国父母在养孩子上花的心血、力气、脑筋，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特别是当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们，更是拼命地在养孩子上搞攀比：你让孩子吃“脑轻松”，我给孩子喝
“昂利舒脑”，刚吃完什么“脑黄金”，又争抢着让孩子吃“维生素C”。
在穿着方面，有的家长更是毫不吝啬，从名牌鞋到名牌运动装，从名牌衬衣到名牌皮外套，只要让孩
子穿得好吃得好，他们花再多的钱也愿意。
似乎给孩子吃高档的穿名牌的，就能培养出金牌子女了。
有的家长还几乎包办了孩子除读书外的所有事情，这导致有的孩子到了十五六岁，还把衬衣甚至脏袜
子都扔给家长洗、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面试也需要家长陪同领路。
但是家长还乐此不疲，觉得那是爱孩子。
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当的家教方式。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宝祥调查发现，现在的中国家长绝大部分不懂家教，有高达70％
比例的家庭在家庭教育中存在误区。
　　目前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大体分为三种：一是祖传的，上代怎么教育的父母，然后父母再演绎“
克隆”到子代，属于固定的教育方式和思维；第二种是随意性的，思维跳跃杂乱，想一出是一出，常
常随大流、盲从跟风；第三种是通过学习、思考，总结自己的经验。
第三种家长约占30％。
　　今天的孩子生活在开放环境中，在孩子的眼里，家长不再是万能的。
经常会听到有家长说：“今天想管教孩子没有一点本事还真不行。
”　　任何成功的教育背后都有成功的家长，家长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文凭、多高的文化，
而是因为重视孩子教育，教法得当合理。
　　高尔基说过：“爱孩子，那是连母鸡也会做的事，而真正要教育他们则是一件大事了。
”有些家长的爱只停留在养的阶段，那些自以为是的爱，用有的孩子的话说就是：“妈妈只关心我吃
穿的爱，让我受不了，让我感觉发腻。
好像我到世界上就是一种来吃穿的动物一样。
”这些孩子说的没错。
如果父母只注重孩子的衣食住行，只是养孩子而不是教孩子，那么和动物的养育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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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道理，生存的本领，高尚的人格，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孩子们要一一向别人学。
学到手的孩子，当然尊敬那些教给他最必要的东西的人。
没学到手的孩子呢，则往往在社会上吃尽苦头，难以自立，回过头来，自然要埋怨他们的父母。
所以，透过孩子尊敬家长的表面，实际上是反映了家教方式是否科学的本质。
孩子忘记需要尊敬您，其根源是因为您忘记了在养他们的同时还需要教育他们。
反之，父母如果把教看得重于养，教育孩子自立自强，让他们认识到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必须先从
尊重、孝敬父母和长辈做起，那么一切自然会变得不同，父母也会成为孩子最尊敬的人。
　　因此养育孩子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引导孩子，不但要“养”，还要“教”，更要“育”。
父母应学会科学、理智地思考问题，让家教从浮躁攀比的风气中解脱出来，采取合适的家庭教育方式
，自然孩子也会真诚地把孝敬父母当做人生的一种美德和自律。
这对家长也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学习要求。
　　2　学考好不好　家长特重要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好农民不会让庄稼枯
萎，好父母不会让最自己的孩子落伍。
家长要做到真正关心他们，就需要做好家长“职业”，提升家长的职业水平。
　　您有没有想过，当家长也是一种“职业”。
在孩子面临考学时，家长的“职业化”水平也在经受考验。
　　如果您此前没有想过，那么现在，您有必要把做家长也当作一种“职业”。
因为，您的孩子考学在即，您的参与必不可少，并且您参与的“职业化”水平对孩子应试的状态、孩
子考试的正常发挥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家长这门职业，需要您具有起码的助考职业技能。
您的孩子现在将要面临的考试，就是您家长职业生涯的所要经历的重要职业检验之一。
虽然，您不必如临大敌，紧张过度，但家长的“职业化”程度确实影响孩子的考试成绩。
俗话说，有备无患。
有几个与家长有关的点击率较高的关键词可以引起您的注意：日程安排、临考状态、焦虑测验、营养
睡眠健康、备考策略、放松术。
　　事例1：考学时，一名学生该进考场了，却找不到妈妈为自己放好的准考证，着急得哭起来。
　　事例2：一位考生由于考试前一天是由家长代看的考场，自己不清楚考场在什么地方，临考前就
楼上楼下、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找，也是急得满头大汗，影响考场上的正常发挥。
　　事例3：一位父亲送孩子考试，入考场前，严肃地说：“昨天那两门你考得都不怎么样，今天你
一定要考好，要不然，我看你那重点大学的梦就得泡汤了！
”考试开始，此考生遇到不会做的题，想起父亲的话，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少许，考场上抬出一位晕倒的考生。
　　事例4：某考生考学成绩上本科线了，但所报志愿与实际分数相去甚远，因为，这些志愿的主人
是他的父母，并不是他自己。
　　所以，您作为家长，不仅要有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还要有职业远见和职业态度。
要清晰地了解做什么对孩子有帮助，怎么做才是恰到好处——家长对孩子好，决不等于家长为孩子做
得越多越好。
　　此外，家长这一行业，也有职业倦怠，也讲究职业境界和职业远景，也追求职业收益和职业成就
。
　　复习时，孩子方法得当、张弛有度、略有进步，就是家长的职业收益；考试前，孩子睡眠良好、
心态平和、身体健康，就是家长的职业收益；考试时，孩子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发挥出来，甚至超水平
发挥，就是家长的职业收益；考试后，孩子所报志愿与分数相当，被理想的大学录取，就是家长的职
业成就。
　　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孩子考得好不好，家长特重要。
　　目前风行全球的“亲职教育”是对做父母的人进行的一项职业化教育。
父母作为一种“职业”，比起小学、中学老师，评价标准应该更高一些。
不同阶段的老师负责的是孩子人生的一段旅程，而父母的工作应该是伴随孩子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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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父母的评价标准是孩子一辈子活得怎样，好父母看待孩子的眼光也不仅是孩子的成绩怎样、分数如
何，更重要的是看孩子的快乐能力如何，这与学校老师是不同的。
　　做一个让孩子智力超群的父母不容易，做一个为孩子一生幸福考虑的父母更不容易。
　　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因此，作为孩子社会化开端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期的作用正如作为成功的前提——良好的开端一样重
要。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才算是好的家庭环境呢？
　　3　幸福的孩子为什么不快乐　　当今的孩子们已经幸福到可以吃到想吃的东西，穿得暖和而且
花样翻新，享受着多人的溺爱⋯⋯但令父母吃惊的是他们听到了孩子们异口同声反馈：“真没劲！
”　　谁能说当今的孩子们不幸福？
他们可以吃到任何想吃到的东西，他们不仅穿得暖和，而且花样翻新，每一个孩子都享受着五六个长
辈甚至更多人的溺爱；每逢假日，他们乘火车甚至飞机去旅游，每到节日，他们收到大大小小的红包
和礼物⋯⋯然而面对这一切，孩子们却异口同声地说：“真没劲！
”——这是在随机调查中大多数孩子的回答。
在孩子们的节日即将来临之际，大人们不得不反躬自问，我们倾尽全力为其创造幸福的孩子们，他们
为什么感受不到快乐？
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激烈的竞争令人窒息　　孩子们感到最大的不快乐就是功课的
压力，几乎所有家长都会提到这件事。
现在的小学生玩的时间不多，但是还能基本保证睡眠。
初中生连每天8小时的睡眠都保证不了，每天只能睡6个小时。
上早班的人都知道，每天清晨6点多一点，大人还在梦乡里，满街就都是穿着校服骑车上学的孩子们
了。
下午放学回家，挑灯夜战到十一二点，作业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初一男生一鸣的父母考虑移民加拿大，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说：“爸爸，我们今天就走吧，明天
我就不用熬夜了。
”本来犹豫不定的父母为了孩子这句话，终于决定虽然人到中年，也要倾其所有到异国闯荡一番。
　　女生张瑾说，老师让同学们讨论“什么是幸福？
”大家的答案多数与玩和作业有关，有说玩游戏机是幸福的，有说少做作业是幸福的⋯⋯突然有一个
孩子说：“天上掉下来一颗炸弹炸了学校，就是我们的幸福。
”虽然是一句调侃，却赢来了全班的掌声。
老师沉默了，她没有对这个学生进行批评，或许孩子们的压力老师心里都有数，可是怨谁呢？
老师与老师在竞争业绩；学校与学校在竞争升学率；学生与学生在竞争今后的工作与发展⋯⋯　　
（2）望子成龙之不幸　　人们说现在减负了，孩子们正好可以松口气。
但是“学负”并非老师一厢情愿。
社会竞争不减，学生的“心负”就不会减，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纷纷利用学校的“减负”时问给孩子们
开小灶。
　　男生李一同的父亲是个兢兢业业的业务科长，母亲是个本份守己的会计，他们没有发财的奢望，
住一间小平房，家里普普通通，唯一的期盼就是让儿子出人头地。
又瘦又小的李一同六年级了个子还像个三年级的学生，看上去仿佛营养不良。
他每个礼拜要上数学奥校、3L英语、绘画、游泳、作文、学校管乐队、英语兴趣班等7个业余班，平
均每天一个班。
同时，一个礼拜有四天要上完学校的课紧接着饿着肚子去上业余班，晚上8点半以后才能回家吃饭，
吃完饭再做作业⋯⋯　　像李一同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
请看每年的音乐考级现场，熙熙攘攘多少万人，全家老小齐出动，热闹情景不亚于过年的庙会。
五六岁的孩子还拿不动乐器，就已经在摇摇晃晃地考级。
而学乐器最少要10年才能成材，这些孩子们6～16岁最天真的年华，从此踏上了“不玩”的路。
　　望子成龙，让独生子女时代的孩子背上了成名成家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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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过分宠爱之的反作用　　街头上到处可以见到的小胖墩，恰恰是近十年家庭宠儿的写照，
小小的孩子已经天天要减肥了。
　　胖胖12岁，体重160斤，妈妈今天让他不吃主食，明天让他爬楼梯，后天又让他去减肥按摩，最糟
糕的是胖胖不肯上学校，因为同学笑话他胖，而且，早操、体育课都令胖胖头痛。
可是胖胖没有错，肥胖完全是小时候奶奶把他宠得营养过剩造成的。
　　营养过剩，不仅会造成体型胖，还会令眼球突出，造成近视眼。
　　“看不见”是漂亮小姑娘蕾蕾的苦恼，她说：“一上课就看不清黑板或者幻灯片，我要求换位子
。
”可老师说：“全班50个同学，20多个近视，也不能都坐前面呀。
”蕾蕾3年级，已经换了3次眼镜了，一次比一次严重。
　　过分宠爱，使6年级的培红不敢自己过马路；8岁的豆豆不会系鞋带，10岁的牛牛一个人不敢在家
⋯⋯这些情况也许孩子们还不觉得重要，但旁观者很清楚，这是孩子们潜在的不幸。
　　孩子们的苦恼，还能举出若干——高智商低能力的苦恼，贫富分化造成的心理压力，父母离异或
感情破裂造成的阴影等等。
本文涉及的问题，无一不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这些烦恼和压力面前，好吃好玩的诱惑已显得不具竞争力。
老师们，家长们，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刻，让我们想一想，怎样才能送给孩子多一点快乐。
　　（4）“心罚”只会摧毁孩子的自尊　　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对“不争气”的子女出言训斥嘲讽
。
这对于孩子稚嫩的心灵有很大的伤害！
一般来说，现在的孩子心理比较脆弱，不管家长们训斥与嘲讽的出发点多么善良，理由多么实在，但
其教育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对孩子体罚不好，“心罚”更是不该。
“哀莫大于心死”，家长用尖刻的语言奚落、讽刺、挖苦孩子，表面上看比体罚“文明”，但它带给
孩子的伤害绝不会比体罚小。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体罚更多伤害的是孩子的身体，而“心罚”更多的是伤害孩子的“心灵”。
受“心罚”的孩子自尊心被摧毁、自信心被打击、智慧被扼杀。
　　父母是孩子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人，爱孩子是父母的天
职。
但怎样去爱，如何去教育却大有讲究。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家长都不应该用讽刺、挖苦的语言和方式去伤害孩子，不应该“心罚”或变相“
心罚”孩子，如果那样做，则是家长的失职，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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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风对人有持续一生的影响，家长为孩子未来的发展定下基调。
　　从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解决心理困惑，到助考环境、饮食搭配等各个方面对家长进行
全程指导，内容丰富；　　全书案例与说理结合，叙述生动，让家长从别人的故事中审视自己，提升
家庭教育水平；　　将心理学、教育学的科学原理与家教实践紧密结合，应用性强，能有效帮助家长
避免教育教学教养中的误区；　　为方便读者，《家长助学助考》作者还提供在线辅导，家长日常有
疑问进可以直接上网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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