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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中小学的孩子缺乏学习动力，追溯原因，往往是因为早期家庭教育停留在表浅层次。
因此，在孩子尚处于幼儿期，从事深层教育的“动力教育”就应当开始。
　　“动力教育”，几年前我曾在《广州日报》理论版提到过。
现在，这本书将要系统地介绍这个教育思想。
　　但要介绍这本书的思路，还只好从我国多年的教育改革谈起。
　　主张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已经在我国搞了30年，现在学生的素质是不是比上一丽代人好得多了？
不见得。
　　那么，这30年的教育改革，能称为成功的改革吗？
　　答案恐怕是：不能。
　　现在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很多。
据调查，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缺乏“适合”的工作。
于是，“啃老族”大量出现。
“啃老族”的大量出现，对中国的教改绝对是不良信号。
　　对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调查表明，这些未来的劳动者相当普遍地缺乏自信，缺乏理
想与雄心，缺乏迎接挑战的顽强毅力和必须具备的创造精神。
　　能够大学毕业，从教育的测量看应该是成功者了，但从社会需求的测量看却仍有大比例属失败者
。
　　失败的人太多了，教育，你的问题在哪里？
　　反思教育，总结失败教训，时候应该来临了！
　　本书提出的“动力教育”，是这个反思的结果。
　　“动力教育”的反思，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教育理论。
这一方面又分为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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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教育不可缺少的动力教育》由黎乔立著，这本书涉猎很广，众多教育心理的理论著作都被关注
。
作者井非简单地罗列这些著作，而是从自己的深入理解出发，抓住要害，揭示这些影响颇大的论著之
精髓以及其中不足。
更为难得的是，黎乔立批判、继承前人论述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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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捅到了美国的痛处”这句话其实很不准确。
因为能够代表美国教育思想的美国教育专家们恐怕不会为这本书而感到痛苦。
不过这本书确实会引起许多普通美国人担心，担心在人才竞争上美国搞不过中国，更担心自己的孩子
竞争不过华裔的孩子。
　　的确，对一般美国人来说，这个“虎妈”是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大学教授的“战歌”如果是文
化上的挑战，如果挑战的对象是一般教育水平的美国父母，不少人被她的来头吓倒，是一点不奇怪的
。
他们大概未必知道，一位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心理学的知识可能无法超过一名普通小学教师。
　　“虎妈”蔡美儿在心理学上的缺点是缺乏深层心理学的观念。
在她看来，美国人普遍重视的儿童的自尊是毫无意义的。
她逼7岁的孩子学钢琴，弹不好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
她自呜得意地告诉记者：“我每时每分都得软硬兼施，用尽了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一切办法，
让她们做一些现在不乐意、但将来有益处的事情。
”（《羊城晚报》2011年2月9日）这种损伤孩子的教育法，显然是基于一个观念：孩子没有自尊可言
，即使有自尊，这个自尊也没有尊重的必要，因为父母有充分理由这样做，这个理由就是：只有这样
孩子将来的人生才能顺利成功。
　　这似乎是中国传统的“严师出高徒”和“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主张。
这些主张虽然也曾有过辉煌，但毕竟这些主张里没有注意到儿童“自我”的存在和“自我”的动力性
。
这在本书的前面已经批判过。
　　有人会说，这种中国式的复古教育看来在今天仍然可行。
蔡美儿的两个孩子不是教得挺好吗？
然而这样说的人没想到，按这种教育法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不会好的。
因为这种教育法对儿童是极大的压抑，孩子会训练得“乖”和“听话”，却缺乏交际能力与创新能力
。
蔡美儿说过，等女儿长大后，会把选择权还给她们。
还说，她最近同意女儿辞去乐团里的第一小提琴职务。
看得出的是，她女儿现在已即将是大学生了，但妈妈不同意的事情仍然是不敢做的。
这样缺乏独立性的青年人，又怎能有创造性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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