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七岁准备进哈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七岁准备进哈佛>>

13位ISBN编号：9787533252403

10位ISBN编号：7533252403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时间：明天

作者：李行哲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七岁准备进哈佛>>

内容概要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会进入哈佛呢？
恐怕摇头的家长占多数，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韩国李行哲、赵珍淑夫妇就一下培养出两个出色的儿子，先后进入了哈佛大学。
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教育秘诀，他们的孩子又有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呢？
由李行哲夫妇撰写的《七岁准备进哈佛》一书，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度过的近二
十年的成长历程，他们成功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他们抚养孩子的坚定信心和严谨的态度，以及他们将
教育孩子作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目标的信念，读来都颇能令人感慨。
至于为人父母的艰辛，他们也坦言：我们“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来抚养孩子，反复问着连
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很多问题”，相信很多家长都有此慨叹吧。
他们教育的成功，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念，即从孩子七岁开始，培养他正确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
这也是父母给予孩子的最能受益终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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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韩国)李行哲 赵珍淑李行哲  生于汉城。
1979年高丽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得阿肯色州立大学电子专业硕士学位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电子
专业博士学位。
现在是Avava研究所的技术经理。
他认为“父母的作用是给孩子指引正确的道路”。
他把韩国的严格与集中的教育方式与美国的创造性的、自由的教育方式相结合，培养出了两个出色的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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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3  不要让他们浪费黄金般的时间    我和关系最好的高中同学通电话，聊起孩子的教育问题，说到
大儿子润太进入了哈佛大学时，朋友一下子像指责我似的说到：“原来你对孩子也采取高压政策呀!润
太也是因为受到逼迫才进入哈佛的吧?”我当时虽然对朋友回答说：“嗯，某种程度上好像是那样。
”但那位朋友的话在我脑海里好长时间都挥之不去。
    到底什么算是逼迫，什么又不算逼迫呢?父母帮助孩子树立自己的目标，这也能算逼迫吗?或者，逼
孩子学得更好，这样做不可以吗?将孩子放在一边撒手不管，所有的事情任由他们自己处理，这样就算
是正确的教育吗?    如果没有父母的引导，孩子照样能自己学习并且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好了，当然
很好，但做不到这样，父母也撒手不管吗?如果不管不问，万一孩子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走上歧途，形成
惰性，怎样承担后果呢?父母对孩子根本没什么期望或目标，难道就正确吗?    照顾和指导孩子能叫做
“干涉”吗?作父母的人都经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我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无数次地对这个问题感到矛盾。
我也希望孩子能养成独立决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这样做，孩子可能盲目地就度
过了精力旺盛、对学习热情高、能够扩展学习广度和深度的中学和大学时光。
    事实上，见到润太或润浩的一些朋友，我经常会感到遗憾，这些聪明的孩子虚度了黄金般的时光。
其实哪怕只有父母或老师的一点点金玉良言，他们可能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多数情况下，中学阶段基本决定了人生前进道路的方向。
在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周围正确的指导和照顾，很多孩子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虽然也有的孩子后来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并努力奋斗了，但在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中，说中学时期
几乎就能决定人一生的道路，并非言过其实。
    回头看看，我好像也是虚度了中学的很多时光。
大学也是什么都不很懂却装做什么都懂。
可以说我也是荒废了重要的学生时代，虚度了光阴的人之一。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那全都是些毫无意义的经历，只是觉得很遗憾。
我想如果当时有人能指导我一下的话，不仅能帮助我决定人生的道路，而且说不定会让我更早地打下
基础。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把上中学的孩子叫做“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由于需要成人的指导与照顾，所以要在行动上，按照某些标准，受到一定的制约。
我觉得未成年人这一概念能被更广泛地应用会更好一些，当然对未成年人不应该只强调限制或制约，
而应该更强调保护和指导。
在人生的道路上，学习、社会活动等方面需要指导和照顾的时期正是在未成年时期。
    或许过度的关心或指导会成为干涉，过度的干涉会成为强迫。
当然，分清这些再来做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许多父母陷入了“关心和干涉的两难境地”，对如何
指导孩子感到颇为吃力。
但是父母有一点必须知道，那就是放弃照顾或指导孩子是绝对不可以的。
有的父母以不想干涉孩子为理由，丢掉了指导孩子的责任，这是错误的，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给孩子开辟好的跑道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才是父母应该做的。
    让孩子做一些能激发他们好奇心的活动和让他们多读些书来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指导他们朝着自
己的目标努力奋斗，这样能叫做干涉或是逼迫吗?实际正相反，我想说不给予孩子指导的父母、学校还
有社会才是错误的。
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加以制约，另一方面却对孩子浪费重要的时光、在错误的人生道
路上彷徨不加制止，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父母努力指给孩子正确的人生之路及给孩子提
供最重要的东西这样的做法当成逼迫呢?    润太对父母的“逼迫”是怎么想的呢?    “强求孩子干什么与
指导孩子是明显不同的。
强求就是不给孩子思考的空间和选择的权利，即使孩子讨厌做的事也强逼着孩子去做。
但指导却是引导孩子独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也就是对孩子讲明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使孩子萌发独立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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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动机。
    “孩子还不能完全理解父母为自己所倾注的关心和担忧，他们还是不成熟的。
越是独立性强的孩子，如果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被强迫无条件地去做某件事，那么就越会不管自己
喜不喜欢，都表示反抗和愤怒。
因此，先说服孩子，让他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样来引导才是最好的方法。
”    别光嚷着快跑，要开辟出能跑起来的“跑道”    我希望孩子能自己感觉到学习的快乐，因为我觉
得把不知道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弄明白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并且我也希望孩子能自觉地学习，拥有好奇
心，凡事都主动地去探究，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从而能表现出自己的能力。
    孩子的这种好习惯是在小学、初中、高中时形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幼儿。
幼儿是带着无限的可能性出生的，但是根据他们所成长的环境，这些可能性既会成长为一些能力又会
被埋没或者干脆消失。
在积极地刺激脑细胞活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头脑都会很发达。
    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也是这样。
在何种环境下接受教育和指导，孩子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每看到因为贪玩而浪费时间的孩子，我都会感到很遗憾。
所以我认为这时候一定需要父母的指导或某种程度的干涉。
即使这种干涉过分一些，成为逼迫，我认为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也是有益的。
    润太大学毕业的前一个月，我们带着润浩去了哈佛。
当时我问润太：“如果现在是九月份，你弟弟也会像四年前的你一样在这里开始学习。
你认为在激烈的竞争和总是要做好的观念强迫中度过的这四年的大学生活真的有价值吗?如果再回到四
年前，你还会开始这种生活吗?”润太充满自信地回答说，大学时光是他所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即使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选择，并且一定会做得更好。
    听到润太的回答，我更确信我们绝对没有逼迫孩子。
我们只是指导和激励孩子走上正确的道路。
当孩子朝错误的方向走去的时候，我们推他们一把，让他们走正；当孩子走得太慢的时候，我们在后
面催促他们一下。
我们和孩子同呼吸，共同朝着目标而努力。
    把抚养孩子和进行百米比赛相比较，孩子朝着目标拼尽全力地跑，但是如果没有跑道，即使拼尽全
力也跑不直。
开辟跑道是父母的责任。
为了使孩子集中精力地跑，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时间，父母就应该给孩子开辟好的跑道。
    如果孩子有了好好学习的目标，父母又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们，在学习上给予指导与鼓励，这就不能
叫做逼迫。
另外，如果父母能够努力使孩子从小就树立明确的目标，孩子也绝不会将父母的指导当成逼迫。
    P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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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都获得了美国总统奖，并进入了哈佛！
他们的父母有什么样的教育秘诀？
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本书是献给青少年以及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最珍贵的礼物，通过撼动人心的成功家庭教育模式，发人
深省的成功家庭教育理念，为孩子开辟成功跑道的顶级秘诀，征服哈佛大学的东方父母楷模。
   在李行哲夫妇的教育实践中，让人自叹弗如的是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典范。
竭尽所能地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在
学习和生活中有恰当的鼓励，也有严格的约束；让孩子在和谐自然的环境中长大。
《七岁准备进哈佛》哈佛，并非遥不可及 出版商务周报 贾英敏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会进
入哈佛呢？
恐怕摇头的家长占多数，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韩国李行哲、赵珍淑夫妇就一下培养出两个出色的儿子，先后进入了哈佛大学。
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教育秘诀，他们的孩子又有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呢？
　　由李行哲夫妇撰写的《七岁准备进哈佛》一书，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度过的
近二十年的成长历程，他们成功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他们抚养孩子的坚定信心和严谨的态度，以及他
们将教育孩子作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目标的信念，读来都颇能令人感慨。
至于为人父母的艰辛，他们也坦言：我们“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来抚养孩子，反复问着连
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很多问题”， 相信很多家长都有此慨叹吧。
　　他们教育的成功，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念，即从孩子七岁开始，培养他正确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
惯，每个孩子都能成功。
这也是父母给予孩子的最能受益终生的财富。
　　社会竞争的激烈发展，家长的教育职责越来越最具有挑战性，具备怎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直
接决定孩子一生的成长和成就。
成功的教育范例会给家长带来更多的信心，其中有很多是值得分享并拿来借鉴的。
李行哲夫妇均是在美国留学的高材生，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因此他们结合自己求
学生活的感悟以及现代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标准，在对孩子的教育中融合了东方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
教育理念的有益成分，把韩国式的严格和集中与美国式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教育相结合，在孩子的每一
步的成长中都潜心观察，悉心教导，如同和孩子一起呼吸一样地关注孩子的成长。
父母的职责是给孩子指引正确的道路，“别光嚷着快跑，要开辟出能跑起来的跑道！
”　　至于如何引导孩子，则包括很多生活的细节，如何处理好这些细节问题而不至于给孩子留下伤
害和遗憾，则需要方法和技巧。
父母的生活态度往往会深刻地影响孩子对于自我和人生的评价。
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家长总会遇到相似的困惑，而作者有条不紊的讲述就像是听一个老朋友知心的谈
话，不由得不让人连连点头称是：“哦，我可以这样做，我不该那样做⋯⋯”。
从中所得的收获和启发是显而易见的：原来家长在生活中不经意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的个性乃至
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原来做父母是一件如此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
　　在李行哲夫妇的教育实践中，让人自叹弗如的是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典范。
竭尽所能地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在
学习和生活中有恰当的鼓励，也有严格的约束；让孩子在和谐自然的环境中长大，如作者用自然界中
“水”的话题来引导孩子观察生活和思考人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既属于生活常识，又包含人生哲理的教育方法真是太精妙了。
　　“比起光会学习的书虫来说，哈佛更喜欢那些兼备各种可能性与能力的学生”。
只是学习好的学生不可能进哈佛，它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素质和能力，即能够在某行业里具备领导者
资质的人才。
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孩子，不仅要有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要有正确的生活习惯、创造力、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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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能力。
那么如何培养孩子这种种才智和能力，则是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作者也都给予了自己的经验之谈，
并推荐了孩子的必读图书目录和练习写作的文章主题等，以及两个儿子的哈佛大学申请书。
　　家长不可能一辈子将孩子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为他遮风挡雨，但可以练就他勇敢、强硬的翅膀
，“努力使他们成为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沉着地进行思考和判断”。
那就是：培养出应有的优秀的基本品质，建立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本的道德框架，培养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自我选择，自我塑造，成为自信、自尊、自强的人。
　　有人说，如果父母让孩子在一片混沌中成长，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念的引导，而把孩子最宝贵的时
间、情感和精力消耗在盲目的摸索之中，这是做父母的失职。
因此，从现在开始准备吧，一切都会因之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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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七岁准备进哈佛》：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都获得了美国总统奖，并进入了哈佛！
他们的父母有什么样的教育秘诀？
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本书是献给青少年以及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最珍贵的礼物，通过撼动人心的成功家庭教育模式，发人
深省的成功家庭教育理念，为孩子开辟成功跑道的顶级秘诀，征服哈佛大学的东方父母楷模。
在李行哲夫妇的教育实践中，让人自叹弗如的是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典范。
竭尽所能地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在
学习和生活中有恰当的鼓励，也有严格的约束；让孩子在和谐自然的环境中长大。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七岁准备进哈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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