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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浩瀚的大师创作中遴选出经典的教育篇章，将大师们的教育思想和智慧系统、集中、分类地呈
现给广大读者，为读者亲近大师提供了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
本书所选取的文章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前提下，从众多的大师著作中选出的经典教育美文，都有一定
的高度，融故事性和哲理性于一体。
     阅读这本书，读者会沐浴在教育智慧的光芒之中，享受心智的快乐，从而多一份教育的眼光，多一
份教育的思维，多一份教育的感悟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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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告诫篇当儿子有了不良习惯时[德]卡尔·威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坏
习惯，有的是任性、自大，有的时刻都不忘记表现自己，有的爱捉弄人，有的甚至以自己的行为危害
他人、损坏财物。
面对这许多问题，父母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去加以解决，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很多父母认为，为了防止孩子养成不良习惯就要对孩子了如指掌。
其实这种想法也不完全正确。
孩子都有自己的秘密，大孩子有，小孩子也有。
许多父母都不去注意这一点，要么认为小孩子没有什么秘密，要么就是千方百计地挖掘孩子的秘密。
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孩子自有孩子的秘密，只是在大人看来算不上秘密而已。
孩子是非常幼稚的，他们心目中那种秘而不宣的东西就是秘密。
父母不应该时刻窥探，不要对此过多地追问，更不要干涉，特别是对健康合理的、无害的秘密。
这样，哪怕是两三岁的孩子也会更加信任父母，与父母更加亲密。
有了这种信任和亲密，孩子可能会把他们的秘密告诉父母。
如果父母一味追问，孩子得不到父母应有的尊重、信任，孩子会感到他没有地位，就会心灰意冷，逐
渐失去积极性，甚至会很小就关闭自己的心灵大门。
当然尊重孩子的秘密，并不等于对此不管不问，而是要求父母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健康地
加以引导，不健康的则应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前提下，去关心和引导他。
除了儿子之外，我也接触过不少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
我发现几乎任何一种不良行为，孩子都会凭着自己的理解去获得某种自以为是的“奖励”。
我认为，父母的责任就是要去发现和取消这种“奖励”。
我的一位朋友有两个孩子，他的儿子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处处都让人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经常
干些令人心烦的事，经常欺负妹妹和别的小伙伴。
有一天，我的这位朋友找到我，想让我给他提供一些管教孩子的办法。
他对我说：“我的儿子真令人讨厌，他不仅喜欢嘲弄别人，连吃面包也与其他孩子不同。
他明明知道我讨厌他的某些行为，可他偏偏那么做，好像是专门在气我。
”听了他说的话，我感到很奇怪。
这孩子连吃面包都会惹父亲生气，恐怕也有些太与众不同了吧。
于是，我要求去看看这个孩子。
那天我和朋友一家共进午餐。
在饭桌上，我特意仔细观察这个调皮的孩子。
我发现，这个孩子在吃面包的时候，把面包皮细心地剥下来，然后用手把它捏成一个球形吃掉，而把
剩下的部分丢在盘子里。
与此同时还得意扬扬地对他母亲说：“妈妈，我把面包皮剥下来了！
”于是，他的母亲开始训斥他：“你怎么总是这样，居然还当着客人的面。
”这时，他的父亲似乎也要发怒了。
我给朋友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发怒。
饭后我给他讲了一个“对付”孩子的办法。
第二次，这个孩子故技重施，像往常那样把面包皮剥下来后，也对母亲说：“妈妈，我把面包皮剥下
来了。
”可是她的母亲只说了一声：“我知道。
”孩子说：“你不说我吗？
”“不说。
”没过多久，我的那位朋友又找到了我，说孩子现在已经没有剥面包皮的习惯，也和其他人用一样的
方法吃面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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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很奇怪，问我是什么原因。
其实道理很简单，孩子的那种做法就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即使被父母责骂，他也会觉得受了重视
。
在他眼里，父母的责骂就是一种奖励，而他的做法就是为了这种奖赏。
后来，父母对他的这一举动不闻不问，毫不关心，他自己也渐渐觉得没趣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改掉
了坏习惯。
还有一个小男孩，染上了说粗话的习惯。
因为他的一个小伙伴爱说“屁股”两个字，他学会了带回家里。
由于这两个字不是什么风雅的词，他的母亲觉得很讨厌，很快就加以制止。
可是相反，孩子不但没有停止说这两个字，还一连几个星期编造出不少关于“屁股”的话，说什么“
天上有个屁股”“屁股点心”“甜屁股”等。
他的母亲气得不行，最后干脆懒得理他。
后来孩子发现这样说已经不能引起父母的注意，也就慢慢地不说了。
这是因为孩子起初说的粗话得到了旁人的奖赏而反复地说，后来没有了鼓励就不说了，曾经使他颇感
兴趣的粗话也就渐渐地被遗忘掉。
对于孩子来说，能够得到父母有效的管教是非常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
有些父母对孩子的管教仅仅停留在管住孩子上，让孩子循规蹈矩，没有活力，没有创造性。
这种办法根本不能让孩子健康地发展。
在我看来，这种管法还不如不管。
也有些父母因为顾及孩子的自尊心而不去教育孩子，这也是错误的做法。
卡尔也会做错事。
每当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不会像其他父母那样总是使用“不准这样”“不要这样”“不行”这些消极
的、否定的词语，因为这些语言容易使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会增加他的消极情绪。
我总是用积极的、肯定性的语言，给儿子以明确的行为指导，增加他的积极情绪。
以我的经验，这样做往往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或许儿子在我这里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这样做”“努力去做”这些积极的、带有鼓励性的语言吧。
在对卡尔的教育和管束上，我竭力做到既有效制止他的不良行为，又尽量减小或不产生负面影响。
我认为这是管理孩子要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
卡尔小的时候喜欢在墙上乱画，虽然我给他买了学习绘画的用具，但他仍然克制不住自己的这一癖好
，总是趁我不注意时偷偷地用笔在墙上涂抹。
有一次，正当他在墙上画得高兴的时候，被我抓了个正着。
“卡尔，你在做什么？
”我立刻制止了他。
卡尔迅速地转过身，把笔藏在了身后，并用身体挡住了刚刚涂抹的东西。
我当时并没有给他讲道理，也没有训斥他，只是制止他再那样干下去，并让他独自一人到他自己的房
间里待一会儿。
过了一阵，我把他叫出来，并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墙上画。
他说：“爸爸，我知道错了。
因为我刚才在房间中想了很久，我想我的行为破坏了墙壁的清洁。
其实我有画画的纸张，我应该在纸上画画而不是在墙上画。
您曾经给我讲过不能随便弄脏东西的道理，所以我犯错误是不应该的，请您惩罚我吧。
”我并没有惩罚卡尔，叫他去房间一个人待一会儿的目的就是让他自己想清楚这个道理。
因为孩子有时在做某件事时，纯粹是一时兴起，他可能也懂得这些道理，只是一时管不住自己。
如果我当场就去训斥他，或把那些讲过多次的道理再给他讲一次，一定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孩子自己从内心里真正认识到了错误，这样的印象就会留得很深，也就会减少他再犯错误。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他无聊而乏味地单独待一会儿，这不算是一种惩罚的方法。
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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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事都没有关系，只是让他把刚才在墙上画的那股劲冷下来。
如果他能在房问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很多情况。
比如，当两个孩子发生争执或打架时，一般来说都会互相告状，争论不休。
父母只要让他们停下来，把他们分开让他们各自单独待一会儿，可能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轻松的解决。
因为孩子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在一时气头上发生争执罢了。
如果父母不是这样将他们分开而是去给他们讲道理，那么会更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带来更多的麻烦
。
当孩子情绪不好时，不要过多地招惹他，在他遇到困难时不要用过激的话刺激他，要等他平静下来之
后再去慢慢开导。
我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当孩子为某事就要发火时，应该转移他的注意力，使他
暂时忘记不高兴的事，慢慢地平静下来。
父母一定要冷静，不要火上浇油，更不要用简单粗暴的行为去制止。
孩子静下来之后，父母要加倍体贴，好言安抚，等他冷静下来后再说。
当孩子正在气头上时，不要直接与他讲理，因为这时他是什么都听不进去的。
这时，父母更不能向孩子发脾气。
发脾气就像传染病，用发脾气的方法制止发脾气是不明智的举动，这只能使脾气越发越大。
如果孩子在大庭广众下发脾气，父母一定不能顺从他。
很多父母由于害怕孩子当众发脾气而常常顺着孩子，这种做法是极为有害的。
因为孩子虽小，也自有狡猾的一面，常常利用父母的弱点发起进攻。
父母一定要想办法不要让孩子知道这一点。
如果孩子当着他人提出什么要求，父母最好给予帮助，合理的要求就满足他。
如果硬要等到他发脾气再去帮助他，后果就不好了。
对孩子的要求要有选择地满足，不合理的要求可间接地答复，如告诉他回家再说，或对他表示等客人
走了再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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