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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尔基说过：&ldquo;爱孩子，连母鸡都会，关键是怎样教育孩子。
&rdquo;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在1943年至1960年期间6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84％的人受过良好的家庭
教育。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让孩子&ldquo;赢在起跑线上&rdquo;，在教育
投资方面，每一位家长都会倾其所有，不惜代价。
然而，有的付出只换来事与愿违的结局，甚至酿成了血淋淋的人间惨剧。
　　2003年，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少年杀母案件。
赵平小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母亲对他的管教手段相当严厉，轻则拳打脚踢，重则棍棒相加。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赵平从小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学习成绩不算太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和他来往。
小学还没毕业父母就离了婚，赵平跟着母亲过。
　　11月2日是赵平的1 6岁生日，母亲不仅没有为他准备生日蛋糕，反而因为学习问题把他痛打了一
顿。
11月9日中午，母子又发生了冲突。
下午，他趁母亲不备，把厨房里的菜刀藏在床下。
傍晚，母亲责令赵平背单词，并让他把每个单词抄写20遍。
　　没等完成母亲布置的作业，钢笔没有墨水了。
母亲让他到自己的房间去灌墨水，赵平却回到房间取出床下的菜刀，冲出房间砍向养育他16年的母亲
。
当警察在一家网吧抓获赵平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说：&ldquo;我这几天像出笼的小乌，感觉非常幸福
，你们把我带走吧，坐监狱也比呆在家里好。
&rdquo;　　由于信奉&ldquo;棍棒教育&rdquo;，这位母亲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的儿子和这个五彩缤纷的
世界。
　　令我们感到无比沉痛的是，上面赵平的例子不是鲜见的个案。
现实生活中，许多正值妙龄花季的孩子或离家出走，或沉迷网络，或早恋结恶果，或受到法律的制裁
，或悲观厌世自杀身亡&hellip;&hellip;　　人之初，性本善。
为什么天真无邪的孩子会下如此毒手？
为什么本应度过人生美好时光的孩子会踏上不归路？
究其原因，不当的家庭教育方法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现实生活中，除了对孩子管教太严之外，还存在许多家庭教育误区：对孩子期望值过高；给孩子施加
超负荷的学习压力；过分地追求高分、名校：包办孩子的生活；忽视孩子的心理疏导及品格塑造；家
中缺乏温情；对孩子过于溺爱、放纵&hellip;&hellip;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永远都要感谢伟大而神
圣的父爱和母爱，但是我们不能让父爱和母爱束缚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不能让错误的爱成为孩子滑向
深渊的推动因素。
百年大计，教育为首。
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浩繁艰苦的伟大工程，尤其在今天社会急剧转型、信息瞬息万变、科技突飞猛进
、观念撞击裂变的时代，错误的家庭教育的弊端更加不容忽视。
　　本书作者经过长期潜心研究，总结出当代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86个误区。
对于每一种误区，都从&ldquo;案例警示&rdquo;&ldquo;专家评析&rdquo;&ldquo;走出误区&rdquo;三个
方面进行阐释，案例经典，分析科学，指导性强。
实现&ldquo;望子成龙，望女成风&rdquo;的梦想，是广大父母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
希望本书能给予广大家长一定的启示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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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少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陈旧，方法失当，尽管为孩子的成长牵肠挂肚，操碎了心，结果却事与
愿违，甚至出现了追悔莫及的偏差与失误。
　　《走出家庭教育的86个误区》作者蔚蓝经过长期潜心研究，总结出如今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86
个误区。
对于每一种误区，都从&ldquo;案例警示&rdquo;&ldquo;专家评析&rdquo;&ldquo;走出误区&rdquo;三个
方面进行阐释，案例经典，分析科学，指导性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子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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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主要从事青少年认知发展与教育、心理健康与教育的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近年来参加编写了《告诉孩子网向何方》、《校园法律指南》、《遇到危险怎
么办&mdash;&mdash;青少年紧急自护手册》、《家有考生》、《孩子厌学怎么办》等一批畅销图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家庭教育的86个误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教观念误区误区1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误区2对孩子管教太多误区3过度爱孩子误区4不鼓
励孩子自己去做误区5不明白孩子也有“面子”误区6分数大如天误区7祖母式溺爱误区8不能做孩子的
榜样误区9在孩子面前争吵误区10把说教当法宝误区11动辄进行打骂教育误区12家庭教育学校化误区13
家长不懂科普知识误区14抹杀孩子求知的天性误区15过度奖赏孩子误区16语言暴力误区17施以过度教
育误区18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第二章  学习指导误区误区19学习成绩就是一切误区20花钱也要上“好学
校”误区21不能正确对待孩子的牢骚误区22只提要求不给指导误区23以一次成败判断好坏误区24要求
孩子一味听老师的误区25不提前为孩子做好入学前的准备误区26无视孩子的“拖拉”误区27逼着孩子
学习误区28与别的孩子比成绩误区29好成绩得利于作弊第三章  网络引导误区误区30只认为“网络猛于
虎”误区31父母不及时“充电”误区32对孩子上网监管不严误区33动辄认定孩子“上网成瘾”误区34
拒绝与孩子成为“网友”误区35纵容孩子上网1误区36很少与孩子谈“网”事第四章  社交引导误区误
区37阻止孩子与同伴交往误区38不给孩子交友自由误区39介入孩子之间的矛盾误区40教育时过分强调
社会的阴暗面误区41不能正确看待孩子的偶像崇拜第五章  人格塑造误区误区42打击孩子的爱心误区43
鼓励孩子与同学攀比误区44娇惯孩子乱发脾气误区45放任孩子打架斗殴误区46漠视孩子的不良“口头
禅”误区47在孩子面前批评老师误区48不注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误区49父母说一套做一套误区50父母
不注意自身人格的塑造误区51不能包容孩子误区52不给孩子积极的暗示误区53溺爱让孩子自私冷漠误
区54不善于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误区55扭曲谦让教育误区56不注意培养孩子信守诺言误区57轻视孩子
的撒谎行为误区58纵容孩子为自己开脱误区59未在孩子心中播下“爱”的种子第六章  青春期教育误区
误区60漠视孩子的身体发育状况误区61未替孩子做好心理及知识准备误区62不能疏导孩子的青春期逆
反心理误区63不能正确面对孩子提出的性问题误区64误以为孩子在“早恋”误区65错误的性别教育导
致孩子同性恋误区66随便触碰孩子的隐私第七章  兴趣培养误区误区67不充分尊重孩子的爱好误区68扼
杀孩子对学习的兴趣误区69把孩子的特长当炫耀的资本误区70不给孩子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误区71折断
孩子梦想的翅膀第八章  金钱观念误区误区72让孩子成了金钱的牺牲品误区73不给孩子零花钱误区74不
培养孩子的节俭作风误区75不引导孩子学会适当借钱误区76父母为了金钱丢了人格误区77没有教给孩
子制订消费计划误区78不会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第九章  教育方式误区误区79不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误
区80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误区81对孩子吝惜赞美误区82赞美不能当场兑现误区83不肯定孩子的进步误
区84不让孩子把话说完误区85用恐吓手段教育孩子误区86总把对孩子的付出挂在嘴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家庭教育的86个误区>>

章节摘录

版权页：孩子总是喜欢问家长“为什么”，是因为孩子对他所看到的新鲜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孩子问得越多越广，就说明孩子善于观察与思考，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孩子。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孩子智商较高，家长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而不应该采取压服的方式让孩子停止提
问。
家长采取粗鲁的方式拒绝孩子的提问，其实是无视孩子的自尊、无视孩子思考的表现。
每一个孩子都有提问的权利，家长应该给予最大的尊重。
有的时候，家长很难回答孩子的怪问题，那么请采用一种温和的态度向孩子做出解释说明。
由于生活经验的局限，孩子们常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捧腹或瞠目的“傻问题”，如“为什么月亮晚上不
睡觉？
”“中东在不在中国？
”，或男孩子问母亲“我长大了能不能和你结婚？
”等等。
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父母不给孩子正确的回答，甚至取笑孩子，那么孩子会感到自己不应该提这些
问题，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傻孩子。
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把很多的“傻问题”积在心里。
为了不当傻孩子，即使自己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也不敢再问，这样以来，孩子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淡。
对于家长来说，尊重孩子是最好的家教方法。
而对于孩子的好奇心，家长们应该给予呵护。
因为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好奇心，比孩子向家长提问要早得多。
当孩子提了问题时，家长应该采用一种正式的语言去回答或是从书中找到最合理的答案。
如果家长对孩子的提问，不仅不理会，反而露出粗暴的样子，势必会扼杀孩子探索未知的天性，对于
孩子的发展极为不利。
聪明的家长，要尽力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不可以草草了事。
对于孩子现在难以理解的知识，不要对孩子说一些高深的大道理，采用一些简单明了的方法让孩子了
解其中的一部分即可。
孩子把“为什么”挂在嘴上，就说明这个孩子有很强的求知欲。
作为家长，一定要保护孩子自然流露出的好奇心。
对于他们的提问、质疑或是探索，甚至不同意见，家长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励，给孩子创造表现好奇
心和满足好奇心的机会。
与此同时，也要保护孩子旺盛的求知欲，要引导孩子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支持孩子随时提出问题，
哪怕是看起来很怪很傻的问题。
由于孩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常常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当孩子在1岁半到2岁半的时候，常常喜
欢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长到三四岁的时候，又变成了问“为什么”，而且不达目的势不罢休。
作为父母，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用成人的思维来束缚孩子的想象力，也不能以种种借口来敷衍孩子
。
家长与孩子们讨论问题时，不可需于表态，不要轻易做出评价：“你做得对。
”“你真棒。
”因为，父母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孩子往往认为讨论即将结束。
作为家长应该选用另一种方式，如：“看！
多么有趣！
”或者“真是意想不到呀！
”当讨论难以进行下去的时候，不要总是对孩子说：“快想想！
”这样只会让孩子感到无助，而应该这样说：“我们这样做，怎么样啊？
”然后提出启发式建议，引导孩子自己想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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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1世纪是两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世纪。
　　——教育专家 孙云晓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多
授渔，少授鱼；多做，少说；多做好朋友，少做严长辈。
　　——李开复 给中国父母的四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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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出家庭教育的86个误区》：天下父母珍藏的亲子教育宝典，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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