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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每个老人“开心、开明、开窍”三年前，我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退休，回归家庭，却退而不休，
很快进入外公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更是一个既诱人又烫手的角色。
虽然我有着长期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经验的积累，三十六年前成为女儿的爸爸，并有着
引以自豪的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
然而，今天自己作为祖辈，参与对第三代的教育，却有着不一样的感悟和体会：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父亲与外公角色的碰撞，现代与传统的鸿沟⋯⋯我有过困惑，有过迷茫，有过喜悦，也有过成功，于
是内心有了一种冲动，想把她写成文字，与老年朋友共同分享，又应上海老年大学东华大学分校之邀
，登上了《孙辈教育》的讲坛。
我深深地体会到，能与大家共同分享，这是一种无以伦比的幸福，这是人生60岁后的一大快乐。
每个健康的家庭都是一只等边三角形，三角形的三条边便是亲子沟通的管道如果把每一个三口之家比
作一个三角形，那么这个三角形一定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丈夫与妻子是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孩子便是三角形的顶角。
每个角都是60度。
因为在每个家庭，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男人女人，每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关
爱。
孩子是个顶角，也是60度，因为孩子也是一个大写的人，他既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更不是家庭中的
小太阳。
丈夫和妻子是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底角，连接这两个角的底线是夫妻关系，具有距离最近，关系最密切
，依赖程度最高的特征。
夫妻关系和谐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温馨港湾，是有效家庭教育的基石。
在这个等边三角形中，连接三个角的三条边便是家庭中的三个关系：即夫妻关系，父亲与孩子、母亲
与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是谁也无法替代的血缘关系。
良好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动的沟通基础上，所以，三角形的三条边便是沟通的管道
。
今天，为什么孩子无话可对父母说？
为什么父母摸不透孩子心里在想什么？
为什么孩子的心里话不愿对父母说？
为什么亲子之间话不投机半句多⋯⋯归根结底：家庭中的沟通管道有了障碍。
调查结果显示：65％以上的中学生回家后感到与父母无话可说，分数名次成了亲子交谈永恒的主题。
孩子对父母最大的不满是：只要我们好好学习，不要自己天天向上。
孩子对父母的期望是：希望父母把我们看做大人，希望父母和我们一起学习。
这是孩子心灵的呼唤，也是孩子对家庭的精神需求。
而我们的家长在为孩子提供一流物质需求的同时，却疏忽了孩子更为需要的人文关怀。
让我们来听听孩子们的心声：——我觉得爹妈管得太多。
比如天气稍一冷，就要我多穿衣服。
我说：日本孩子穿衣服都是很少的，中国孩子穿得太多。
我妈说：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和他们没办法说下去，我认为我已经长大了，这些小事，我完全可以自己管自己。
——家里没事时就像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
关键是互相理解，你进一步，我退一步就没事了。
不然的话，就像火星战地球，越战越勇，越吵越厉害，越吵越来劲。
像我们家，我是小辈，我就不说话。
沉默是金，我不说话，他们就不说话。
这就是冷处理，以冷制热。
尽管如此，像这种战争我们家每周爆发两三次，一个月有十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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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的。
我们家有两条代沟，我奶奶老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样样都要管，管头管脚，我都成了管制分子，所
以战争始终是围绕着管与不服管的矛盾展开。
——我奶奶90岁，我是第三代，她话特多，往往她讲上面一句，我能说出下面一句是什么。
有时候顶她两句，她就生气不吃饭，我就去道歉，她就高兴了。
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看书，一天只看一小时的电视。
她有时来我房间，我嫌她烦，就把门关了。
——我的妈是普通工人，不看书报，看电视只看连续剧，外面不接触，爸还在外走走，接触外界较多
。
我跟爸什么都说，新闻、体育运动什么都说。
跟妈妈说话不多，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写过给父亲打分的文章。
我分几个方面：父亲叫我做功课，逼我学习，在100分中我给他打30分；跟我玩，搞体育活动，打乒乓
球，这是可以的；踢足球，他跑不动了，他是技术型，我给他打80分，平均分是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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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写就的一本“亲孙教育”书籍。
作者将自己研究家庭教育的成果付之于孙辈教育的实践。
在解决隔代教育问题的基本方法，成功隔代教育的条件和特点等方面，真实地隔代教育展现在读者面
前，并为隔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方法、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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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善耀，上海五角星亲子进修学校校长·原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社区
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现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家庭教育项目专家·中国家庭教育研究会
专家讲师团成员·上海市东方讲坛讲师·上海家庭教育研究会培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大学毕业
，在中学担任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始终是学生家长教育的指导者。
1987年调注区教育学院德育研究室，成为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组织者。
1992年至今，在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
三十余年来，乐善耀始终是家庭教育理论的学习者和探索者。
参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班进修，曾三次赴台参加两岸家庭教育研究会，发表论文50余万宇
，在“学习型家庭”研究方面发表的著作有《学习的家庭》、《孩子有话要说》、《教师与家庭教育
》、《学习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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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让每个老人“开心、开明、开窍”让“孙辈教育”回归自然第1招 三件法宝第2招 “几何课”第3
招 三步“圆舞曲”第4招 “加、减、乘、除”第5招 多点“正向”传染第6招 玩出名堂第7招 吃出规矩
第8招 读出新意第9招 快乐阅读第10招 三个“轮子”一起转在生活中提升孩子的IQ与EQ第11招 播撒记
忆力的种子第12招 播撒注意力的种子第13招 播撒表达力的种子第14招 播撒合群力的种子第15招 播撒
观察力的种子第16招 播撒想象力的种子第17招 播撒意志力的种子第18招 播撒自制力的种子第19招 播
撒自信力的种子第20招 播撒创造力的种子第21招 播撒审美力的种子把“三开”阳光洒进老人心灵第22
招 主人＋客人＋仆人第23招 开心！
开明！
开窍！
 第24招 三支“温度计”第25招 到位，不越位第26招 “两难”不难第27招 一起成长第28招 当好配角 
第29招 无缝的“衔接” 第30招 处理好“三种关系” 第31招 把成长的权利交给孩子 第32招 形成“合力
”第33招 守住“底线”第34招 四种精神第35招 学习型家庭家庭教育的环境更加宽松和谐第36招 种一
棵“尊重树”第37招 种一棵“关爱树”第38招 种一棵“责任树”第39招 种一棵“分享树”第40招 种
一棵“感恩树”第41招 种一棵“欣赏树”第42招 种一棵“沟通树”第43招 种一棵“理解树”第44招 
种一棵“反思树”第45招 种一棵“微笑树”后记 从女儿的爸爸到外孙的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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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个星期天，犊犊带了几个同班的小朋友来家玩。
孩子俨然是一个小主人，高兴地为小伙伴搬凳子、递玩具，并把自己喜欢吃的糖果分给小客人。
家里大大小小的汽车、火车、飞机，有的小朋友不会玩，犊犊就和小客人们一起玩，在玩的过程中分
享快乐、分享友谊、分享情感，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
在今天独生子女的家庭里，每个孩子都是在两个大人、四个老人“聚焦”下成长起来的。
住的是“独门独户”，吃的是“独食”，玩的是“独占”，电视“独看”——这就是今天家庭中“独
”的文化。
如果我们从小不向孩子灌输分享理念，极易在孩子身上滋生“独占”“独霸”“以自我为中心”这种
不健康的心理和习惯。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应该倡导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分享方式，比如：1.每日，我们全家在一起共
进晚餐，这就是一种分享，再好吃的美食也绝不让孩子一个人吃“独食”。
2.亲子共读一本书，一起讨论，一起交流，这也是一种分享。
3.听爸爸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听孩子讲幼儿园里每天的收获和见闻，这也是一种分享。
4.全家一起去逛商店、运动、旅游、这也是一种分享。
5.我会对孩子说，不要乱扔纸屑，整洁的环境让大家分享；深夜，我会提醒孩子：把电视机的声音调
得低一点，让夜的宁静给小区的每一个人得到分享；在公园，我会对孩子说，美丽的花不能采，这里
的一草一木应该让大家来分享。
懂得责任犊犊有很多玩具，光是轿车、大客车、大吊车、卡车、警车、救护车、火车、电车、磁悬浮
列车就有近百辆。
每天，他在家里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把大大小小的车排成长队，家里的客厅俨然成了一个“停车场”
。
对犊犊来说，玩车是最开心的事，但每当他去幼儿园之前，或晚上睡觉之前，让他把客厅里所有的玩
具整理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犊犊，请把玩具整理好！
”家人这么一说，他常常会拔腿就跑，装作没有听到。
难道我们大人为他去“打工”？
长此以往，岂非从小让孩子缺失应有的责任心？
“犊犊！
”我有点火了，“你再不把玩具整理好，我就让所有汽车，统统回玩具店去，从此再也不和你做朋友
。
明天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这句话倒是真有点灵验，他听到我这么一说，立刻放慢了脚步，回转身到客厅，把一辆辆汽车、电
车、火车，对号入座放进柜子里。
责任心是孩子的立身之本，也是成长的基础。
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是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即社会化的过程。
所谓社会化，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心中有他人，善于处理你我他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就是责任心。
缺乏责任心的孩子难以立身于社会，而社会责任心的培养必须从小抓起，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做起。
做什么是责任？
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责任。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其责任的内涵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大人要从孩子的实际能力出发，给孩子以适当的“责任田”。
第18节：第三招：三步“圆舞曲”（3）那么对于3岁的孩子“责任田”是什么呢？
比如：1．每天爸爸妈妈下班回家，为他们拿拖鞋。
2．每天把自己的玩具、书籍整理好。
3．用餐后，把碗、筷、勺放到洗碗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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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幼儿园放学回家，把书包挂到固定的地方。
随着孩子一年年长大，我们可以赋予孩子更多的责任：1．给阳台上的盆花、小区中的树木浇水，给
小动物喂食。
2．扫地、倒垃圾、擦桌子。
3．让孩子明白，读书、学习也是他的责任。
4．鼓励孩子勇敢承担责任，独立完成爸爸妈妈、老师交给的任务，并有始有终地做好每一件小事、
大事。
如果犯了错误，也要敢于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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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乐爷爷的“孙子兵法”》一书的出版，既是乐善耀老师近年来对孙辈教育研究与实践成果的结晶，
又是他本人进入外公角色后，在教育小外孙过程中的感悟与升华。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杨雄《乐爷爷的“孙子兵法”》倡导的是“开心、开明、开窍
”现代老人终身学习的新理念；开拓的是“孙辈教育”内容、方法，途径的新园地。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宝祥在这本《乐爷爷的“孙子兵法”》中，既看到精辟到位的
理论阐述，更看到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实践总结，非常值得祖辈家长们一读。
　　——《文汇报》“教育家”专刊责任编辑 王柏玲《乐爷爷的“孙子兵法”》告诉所有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通过担当这个角色，可以体验一种全新的价值感：带大了孙辈、支持了子辈、升华了我
辈，60岁以后，照样是人生的嘉年华。
　　——浙江省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书记、副所长 韩似萍《乐爷爷的“孙子兵法”》是乐爷爷对目
前“祖辈参与孙辈教育”的社会现象而自创的的“孙子兵法”，为金宝贝的广大会员家庭带去了实用
的养育建议和方法，营造了一个两代人沟通分享，优势互补的家庭教育环境。
　　——金宝贝国际早教机构中国区总经理 陈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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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第三代完全由老人来带，会产生什么后果？
对孩子、父母或者老人本身是否真的有益？
《乐爷爷的"孙子兵法"》是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读的。
作者提倡争做“三开”老人，有了“开心”，老人才能欣赏自己，善待自己；有了“开明”，才能跨
越“代沟”，与子女相互学习，一起成长；有了“开窍”才能不断充电，开发自身教育“第三代”的
潜能，成为一名童心不泯的现代老人。
《乐爷爷的“孙子兵法”》也是给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读的。
作者为爸爸妈妈们提供了帮助孩子提升能力、培养习惯、提高素质的路径与方法。
这是孩子早期智力开发的“切入口”，也是家庭素质教育的“百年大计”！
我们的目标，为“四位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这一典型的家庭结构，提出一套切实有效的0－7
岁家教方案！
以下专家诚挚推荐。
金宝贝国际早教机构中国区总经理 陈炜《家庭教育》杂志社编辑部 副主任 何彩琰浙江省杭州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书记、副所长 韩似萍《上海教育》杂志社副总编辑 《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记者 沈祖
芸《文汇报》“教育家”专刊责任编辑 王柏玲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宝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广场》《金色年代》节目主持人 晓理《世界儿童》杂志执行主编 杨兰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
所所长 杨雄《妈咪宝贝》杂志高级早教编辑 杨默《新民晚报》社区版家庭周刊、“大手小手”编辑 
周梅群《中国教育报》编辑 张贵勇《少年日报》主任、新闻主编 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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