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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孩子上中学后，大多父母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是孩子成绩不理想，学习不努力。
笔者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的女儿上初中的时候，学习成绩一般，学习兴趣也不高，但是看网络小说的兴趣却很浓。
每次上网都是借口查资料，但实际情况是一边看着与学习有关的网页，一边开着网络小说的窗口，这
样的学习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虽然她也知道就业压力大，女生的就业形势更严峻，但是学习就是提不起精神来，积极性也不高，今
朝有酒今朝醉，从不为明天做打算。
    从小学到初中，除了英语学习我作了些关照外，其他学科我几乎没管过。
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也不帮，单靠她自己，锻炼一下她独立学习的能力，看看她自己能走多远。
如果成绩一般，正好磨磨她的脸皮儿，提高她承受挫折的能力。
别的孩子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但是她却一个辅导班也没上。
到初三的时候，居然还有时间在家里兴致盎然地做手工。
邻居见了，连说没见到过谁家孩子上初中有这么轻松的。
    女儿学习没有积极性，我劝她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的话一点也没有说到人家心坎儿上。
初三下学期的时候，看她特别喜欢做手工，我突然意识到做手工和做技术的性质是一样，从做手工开
始谈谈她的未来或许是激发她发奋学习的一个突破口。
    我问她：“将来想挣钱多吗？
”她回答：“想。
”我又问：“你想有一个挣钱多，工作环境又好的工作吗？
”她回答是。
我再问她：“你想有一个挣钱多、工作环境好、找工作容易、自己又喜欢的专业吗？
”女儿回答说：“当然想！
”这个时候我告诉她，“你不妨选择机械加工，机械制造不过是更精确的手工，而且可以精确复制。
”女儿一听，非常兴奋。
经过多方查证，她确立了将来从事机械制造的职业规划。
这个职业规划符合她的兴趣，她喜欢干这类的工作，同时这种专业的前景又使她感到前途的光明，她
的学习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
    在中考结束后，我向她建议，既然确定了职业规划，就应当开始为未来所要从事的专业奠定基础。
要想将来在专业上成为佼佼者，必须利用中考结束后这两个月的自由时间，好好充实一下数理化，因
为这些是机械制造专业的基础课程。
女儿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想学好这些课程，必须预习这些课程。
理科是女儿的薄弱课程，但是为了可以触摸到的、光明的未来，她以从未有过的饱满热情投身于预习
之中。
    不预习不知道，一预习吓一跳。
在预习到数学集合的时候，发现二次函数掌握得并不扎实。
复习二次函数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课本上有关二次函数的例题女儿都不会做！
于是，我和女儿从最基础的开始，认真分析概念、原理和例题。
整个假期做的都是预习工作。
    就是这个暑假的预习，彻底扭转了女儿在学习上的被动局面。
女儿中考成绩一般，以最低分勉强考进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是尽管如此，一上高一立刻显示出了预习
的效果。
由于提前掌握了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所以听课非常轻松，时常准确回答出老师的提问。
高一年级总共五百多个学生，第一次月考成绩就跃升到一百九十多名，整个高一她的成绩始终徘徊在
在全班二十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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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越成功，兴趣越浓厚，成绩也开始攀升。
当成绩有起色的时候，女儿兴奋地跟我说，“老爸，我要挑战一本！
”我回答女儿说，“上不上一本并不是最重要的。
愚者争虚，智者争实。
你现在把这些课程，尤其是理科，吃透嚼烂才是最重要的。
”    在高一期末的时候，我问女儿现在的学习感觉如何，女儿的回答是“越上越放得开，越上越感觉
生活充满了希望，学习对于我来说就是享受。
”我反复琢磨她的这句话的含意。
“越来越放得开”的意思很明确，她的学习越来越主动，越来越少受老师教学的束缚。
她心中有了目标，她知道哪里是轻重缓急，她知道在什么地方投放精力。
“越上越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当然，只有不断体验到成功的人才会有这种体验。
学习对于她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享受，对知识本身的探索已经开始让她着迷。
    高二分班的时候，女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很多同学畏惧的理科。
她进理科班的成绩排名，属于中游，在班里排二十多名。
上学期第一次月考的时候，成绩一下子就跃升到班级第3名，年级第19名。
期中考试的时候，成绩攀升到全班第1名，年级第5名。
我笑着跟女儿说，高一是量变，高二开始质变。
我的一个朋友是个中学老师，为了激励她的学生努力学习，她曾经在班上讲起我女儿的快速进步。
谈到月考成绩的拉升时，很多同学的反应是“一下子提高这么多分，一定是抄的！
”等到说期中考试的成绩提升时，她问这些同学，“人家考了全班第一，能去抄谁的卷子呢？
”听了这话，学生们都无语了。
    刚上高二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女儿的手机屏幕上有“不疯魔不成活”几个字。
随后，我故意问她这几个字是啥意思。
她跟我说，这几个字是用来自我激励的，疯魔并不是真的疯魔，而是痴迷的状态。
有了这种状态，人就距离成功不远了。
我问她这几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她告诉我这是她读网络小说时看来的，觉得这个字很贴近她的心态，
于是就拿过来了。
    女儿确实有些痴迷，这一点可以从她对待时间的态度上得到印证。
伴随着女儿的学习兴趣日渐浓厚，她的时间越发变得珍贵。
到她的房间送些水果，她都嫌打断了她的思路，耽误她5分钟的时间就跟割肉般的痛苦。
连放学坐车的时间，她也是精心计算。
本来我和女儿向学校申请了不上晚自习，下午5点半就可以放学回家，但是这个时段车速较慢，经常
堵车，走了几次之后她感觉这样至少浪费半个小时，于是她就改为上完一节晚自习课后回家。
    痴迷，就是浓厚的兴趣。
女儿一直喜欢网络小说，随着她的学习渐人佳境，她开始自觉减少看网络小说的时间。
有一次，女儿跟我说，她感觉学习数理化也很有意思，有时就跟读网络小说一样美妙。
我感觉，女儿的这种学习兴趣已经接近于真正的学习兴趣。
    有一次，我跟女儿说：“真是后来者居上，越战越勇啊！
”女儿回答说：“不能叫越战越勇，而应当说越学越享受！
”我连忙自叹弗如。
当女儿的学习越来越有起色，兴趣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她自信地跟我说，“我已经不满足于做一般的
工程技术人员，我将来想做科学家，在研究所里搞科研！
”有兴致的时候，她甚至还会讲出她未来要设计的东西和一些具体的思路。
随着学习越来越有起色，女儿对目标学校的选择标准也发生了一些调整。
原来，城市喜好在选择目标学校的时候是个重要因素，而现在，城市喜好是个忽略不计的因素，选择
目标学校的唯一标准是该校的专业实力排名。
她甚至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她能到机械制造业最发达的德国去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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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女儿转变前，我跟女儿讲的话也是有道理的。
人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的。
要想将来就业时有优势，就必须珍惜现在的时间，好好学习，免得“少时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有道理的话为什么没有说到女儿的心坎儿上？
在女儿转变后，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
这种话虽然有道理，但是对于女儿来说却是笼统的、模糊的，一是前方的希望不具体，二是忽略了她
的兴趣和特长。
这样的道理没有与她的现实接受水平实现对接，两端之间缺乏连续性的步骤相连接，所以她接受不了
是自然的。
不过，一旦她看到了前方具体的希望，发挥了个人的兴趣和特长，那么她的积极性就一下子上来了。
过去跟她谈改进学习方法的时候，她总是用一句“我知道该咋办”的话把沟通的门给封上。
积极性上来之后，我提出预习的事情，她立刻就接受了，并且付诸了行动。
    在女儿的转变过程中，兴趣的发现起了关键性作用。
我对女儿的教育开始发挥影响力，就是从发现了她的兴趣点开始的。
从帮助她把做手工的兴趣升华为个人的职业理想后，我和女儿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之前很难交流的事情，现在都可以成为交流的主题。
父女关系也较以前亲密许多。
我和女儿在小区里谈天说地地散步，也成为了很多邻居习惯性的景观。
邻居们习惯性地问候：“爷俩儿又出来散步了”。
这个时候我开始感受到教育孩子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自从明确了职业规划后，女儿不仅学习的自觉性增强了，而且生活的动力也强了。
因为有了可以触摸到的希望，她感觉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度过的。
她对学习的关注也有单纯的课程学习扩展到更广阔的学习范围，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丰富自己精神生
活等等都是她所思考的范围。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她更是做了精心的安排。
专业课要预习，上课要与老师认真讨论，除此之外，她还学习中医知识，学会养生，学做美食，学些
建筑和法律知识，还要练习跆拳道⋯⋯总之她感觉生活需要的都要学一学。
对于女儿来说，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我很惜命”是她的口头语。
以这种积极饱满的人生态度学习、工作和生活，无论努力到什么程度，她收获的都是成功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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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分、名校、成材，确实是成材的一条路径，但这并不是唯一路径；找准孩子的兴趣点，让孩子对学
习的态度由不努力转变痴迷；明确孩子的职业规划，让孩子感觉到未来触手可及；顺应性格特点，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走出一条个性化的成材道路。

为“迷忙”的家长指点迷津，帮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尖子生是如何带出来的》由傅增文编著，《尖子生是如何带出来的》可供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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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教育失误
◆摆脱网络沉迷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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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现实活动
23 “磨厚"孩子的脸皮
——好面子，滋生心理疾病的温床
◆太好面子的人，多小有成绩
◆太好面子=自负+自卑+自我迷失
◆太好面子，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厚脸皮”也是一种智慧和胸怀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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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职场上获得成功靠的是人的综合素质，而不是单纯的学业成绩。
职场成功依赖的方面越多，成功的压力被分解的渠道越多，这样学业成绩所承担的压力越少。
随着尖子生的职业规划逐步明确，他们的学习高压将逐渐得到分解。
 挫折磨砺心态，心态铸就辉煌 尖子生往往自负、虚荣，但是也更脆弱，像蛋壳一样，一点挫折就可
以使其崩溃。
比如，在个案5—3中，“二模”比“一模”的总成绩少了十几分，几乎就使一个清华的“苗子”心理
崩溃。
 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将刚生下来的几十只小白鼠分成两组，两组白鼠吃的、喝的、玩的都一
样，只是其中一组从开始就遭受电击。
过了几个月之后，实验人员同时对两组白鼠实施同样强度的电击，结果从实验开始就挨电的那组白鼠
挨电就跟没事似的。
身体没有任何损伤，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于挨电，而从未挨电的这组白鼠，许多都因为紧张得了胃溃疡
。
 动物如此，人又何尝不是？
遭遇过挫折的人，在突然遭遇挫折的时候难以招架是必然的。
使人抵御挫折的能力变得强大起来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让挫折多来几次。
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有了挫折的打磨之后，人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熟知孟子的这句名言，但是在遭遇挫折时却常常把这句话丢到脑后了，沉浸于挫败
感中不能自拔。
 为了磨砺孩子承受挫折的能力，要充分利用学习和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挫折。
当孩子出现考试失利、同学问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会很不高兴，这个时候父母可以跟孩子讲，这些
固然使自己不高兴。
但也是磨砺自己的好机会。
要做大事，必须在挫折中磨练自己的心性。
假如孩子一帆风顺，父母可以说，“你现在一帆风顺，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我可以提醒你，你的心
理素质未必是一流的，假如你成绩排名下来了，你能坦然面对吗？
别瞧不起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虽然他们成绩不高，但是心理素质高，遇到挫折时的心态比你要好！
”通过这样的提示，孩子会逐渐认识到，平和地面对成功与失败是极重要的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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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尖子生是如何带出来的》是一位心理学专家的教子心得，天才就是痴迷，只要找到兴趣点，学习就
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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