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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没有子女，想要子女；有了子女，担心子女。
    担心的时间，长达一辈子；只要活着，就得不停地提心吊胆。
担心的事情，范围大得很；只要管得到的，没有不尽心尽力的。
    有些人因此而不要子女，自谓单身贵族。
落得清闲，却惹得愈老愈伤感，后悔莫及。
    为人父母，似乎毫无选择的余地。
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合理地教养子女，使其健全发展。
    譬如种花，先要心理有所准备，泥土里会长花，同时也会长杂草。
子女是人，随时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
    种花人不理会杂草，等到草长得比花还高，再想整顿。
杂草可能被清除，而花大概也活不了。
子女幼小时不用心教养，等到坏习惯已经养成，再来严加管教，恐怕费尽心血，也难以挽回。
    若是杂草刚刚萌芽，即予摘除。
既不必多费气力，也不致伤及花木。
子女的教养，自胎教开始，即能掌握重点，一路带上来，自然轻松而愉快，而且事半而功倍。
    有心教养子女的父母虽多，却苦于找不到简单易行的方法。
现代社会大家工作忙碌，根本不可能担任专职父母。
某些既费时又费力的方法，实在难以施行。
    何况多元化社会，对于教养子女，各有不同的主张。
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做起来则各有其难以突破的瓶颈。
更不容易评估的，是教养出来的子女，到底能不能适应未来的环境和承接固有的道统？
仅能适应未来的变迁，势必成为“忘掉祖先”的“断头儿女”，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只能承接固有道统，却又成为“食古不化”的“断腿儿女”，不知自己要往何处去？
    家父乃超先生，家慈雪霏女士，生逢乱世，始终以教养子女为最主要的任务。
不折不挠，一直坚持既定原则，丝毫不因环境迭经变迁而稍有松懈。
仕强与君政结婚以来，更是耳提面命，必须重视子女的教养，善尽为人父母的责任。
在这种一方面接受父母教养，一方面教养子女的情况下，经过不断的摸索、受教、分析、验证，这才
归纳出教养子女的一大目标、三大范围、六大重点、九大问题，不但能够承接道统，而且可以因应未
来，简单易行，人人都做得到。
    曾仕强序于台湾交通大学    刘君政序于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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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下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管理大师曾仕强先生开讲中国式亲子关系管理之道。

　　曾仕强，1931年生人，从小受到身为中学校长的父亲的谆谆教导，及至成家立业之后，与夫人刘
君政女士秉承父辈教子之道和中国传统家训，融合现代西方的教育理念，在成功培育一女二子的过程
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教养方案”——父母应从“一大目标”出发，围绕“三大范围”，掌握“
六大重点”，解决“九大问题”，引导孩子在成长中打下坚实的人生底子，靠自己去赢取美好的未来
。

　　曾仕强夫妇总结的这套中西合璧的人才成长方案，为中国父母培养身心健康、堂堂正正、自立自
强的孩子提供了最迫切、最需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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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仕强，祖籍福建，生于1935年，父亲曾乃超是华葑中学（现华安一中）的首任校长，母亲雪霏
是小学教师，他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3岁随父母迁居台湾。
先后获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
博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
历任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台湾兴国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君政，祖籍福建，生于1935年，先后获台湾师范大学本科教育学士学位、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曾仕强、刘君政夫妇共育有一女二子。
女儿毕业于美国某著名大学，曾任职于IBM，现居住在美国；两个儿子从商，事业成功。
目前三个孩子均已成家，各有儿女，家教有方，三代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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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也常看到某些受鬼折磨的人，不管怎么细心，都会令鬼不满，不论怎么用心，结果不
是被鬼折磨死，就是找机会想办法摆脱鬼的掌控和纠缠。
 把自己当做鬼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最终导致的结果不是把子女整死，就是把子女逼得离家出走。
 对子女有爱心，却要求子女百依百顺的，是神父母。
对子女根本缺乏爱心，却又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的，是鬼父母。
这两种父母，对子女而言，都不是良好的家庭环境。
 我们既然是人，就应该把自己当做人看，不应该看成神，也不应该当做鬼。
但是父母把自己看做人，首先要明白“一样米可以养出百样人”，同样是人，也是形形色色的，并不
完全相同。
 父母把自己当做人，还要更进一步，把自己当做正常的人，至少在对待子女方面，坚守三个重要的原
则，那就是：第一，父母双方，都要下定决心，要好好教养子女。
第二，父母彼此要诚心相待，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也应该避开子女，私底下沟通协调，避免在子女面前吵闹争执。
第三，父母不要公开在别人面前夸奖子女，也不要避开另一半，私底下讨好子女。
当然，更不应该公开责骂子女。
 为人父母这一句话，可以解释为做人家的父母，也可以解释为以人的身份来当父母，称为人父母，表
示和神父母、鬼父母大不相同。
这时候这种约法三章变成十分重要的守则，我们再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父母要有决心教养子女。
生育、养育、教育三者之中，生育比较容易，生下来好像就没有事了。
养育和教育就比较困难，费时费力，费神也费钱，教养就是养育和教育。
这当中教育又比养育难上几百倍，父母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往往很不容易坚持，常常半途而废。
 教养子女，一方面要有本能的爱，另一方面要有理智的情。
把子女看做既需要慈爱，又需要教育的孩子。
做父母的，既要对自己的子女负责，又要对整个社会负责。
一方面要为子女的未来负责，另一方面也要为子女将来所要生活的未来社会负责。
教养子女，如果只凭本能的爱，和动物根本没有分别，因为猪、狗、猫、羊也都爱它们的子女。
教养子女，必须加上一份理智的情，决心把子女教养成具有正常、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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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教养子女是一种实务，必须实际有所行动，才能收到效果。
空谈无益，最好以身教代替言教，让子女主动学习。
 然而，人毕竟是观念的动物。
观念产生态度，态度影响关系，而关系则决定效果。
有如下表： 教养观念&mdash;&mdash;父母的教养理念 教养态度&mdash;&mdash;父母的教养态度 亲子
关系&mdash;&mdash;双亲子女的关系 教养效果&mdash;&mdash;检讨反省教养的效果并加以改进 父母
的教养理念，我们提供三个原则，以备确立理念的参考： 第一，父母最好明白：&ldquo;子女为父母
所生，却并非父母所有。
&rdquo;上天把子女托付给父母，希望父母好好加以教养，不要让子女承受&ldquo;自生自灭&rdquo;的
痛苦。
父母教养子女，是上天赋予父母的神圣责任，不但不可推卸，而且还要尽心尽力，做到毫无愧疚的地
步。
 第二，子女既然是上天所托付，父母应该秉持天道，依据天理良心来教养子女，并且把子女也教养成
为合乎天道，重视天理良心的正常人。
父母有权依照自己的期望来教养子女，却不得违反天理，把子女教养成没有良心的害群之马。
只要合理，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教养子女，不必计较别人有什么反应。
 第三，上天不希望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造成人类同构型过高的困扰。
因此每一个子女都具有先天带来的不同的个性，可以改变，但是很不容易。
父母最好尊重子女的个别差异，认为孩子是唯一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顺着子女的个性，给予合
理的教养，才合乎上天的意思。
 父母的教养理念确立之后，就会产生一些合乎自己理念的态度。
但是，难免也有一些不合乎自己理念的教养态度，以致自我产生矛盾，这是因为对于自己的教养理念
缺乏深切而明确的了解，尚未确信无疑的缘故。
必须重新思考、反省、检讨自己的理念，以调整自己的教养态度，以求前后一致，有所连贯。
同时，父母双方的教养理念，未必完全相同，因此要多沟通、多商量，尽量达成夫妻之间的教养共识
，以免子女无所适从。
 在教养态度方面，我们提出三点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父母可以对子女有所期许，却不能硬性规
定子女必须按照自己的期许去成长。
父母所确定的教养目标和原则，可以明确地向子女说明，让子女明白原则的内容和目标，并且共同商
量进行的步骤。
但是，在教养的过程中，必须用心观察子女的实际成长状况，做合理的调整，使子女能够顺利地达成
阶段性的目标，不致产生重大的挫折，影响到以后的发展。
 第二，父母之间，最好标准一致，以免造成子女在父母之间投机取巧，养成坏习惯。
母亲由于比较长时间和子女相处，可以用&ldquo;再不听话，爸爸回家你就会皮痛&rdquo;来借重父亲
的威严以吓阻、镇压子女，但是有意无意，都要用心促使子女怕父亲之外，了解父亲的爱心而尊敬、
敬爱父亲，不要使严父变成子女心目中的&ldquo;恶人&rdquo;，这才是角色扮演而不是出卖父亲。
 第三，要使子女对自己有信心，但是不可以自信到&ldquo;毫无忌惮，，的地步，以免无法无天，最
后毁了自己。
畏天命、怕对不起祖先、敬鬼神都是一种自我警惕的设施，和一般人所谓的&ldquo;迷信&rdquo;并无
关联。
不要让子女&ldquo;怕活人&rdquo;、&ldquo;崇拜活人&rdquo;，防止子女受骗上当，教导子女要怕死人
、拜死人，因为死人不会变，好坏很分明，子女自然会判断。
人只要活着，就可能会变。
一旦盖棺论定，不可能再变，这时候再来决定要不要崇拜并不为迟，而且更加安全，不致搞错对象。
 教养的目标和范围，本书提出一个中心、三大环节，如下图：依据图标的一大目标(子女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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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三大范围(基本的生活技能、正确的生活观念、良好的生活态度与习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父母教养子女必须掌握六大重点，分别为： 第一，基本的生活技能方面：整洁、安全。
 第二，正确的生活观念方面：好学、知耻。
 第三，良好的生活态度与习惯方面：守分、勤劳。
 这六大重点是共通的，对所有子女都应该&ldquo;一视同仁&rdquo;，毫无差等地要求，然而做到什么
地步，以什么形态而出现，仍应尊重各别子女的&ldquo;个别差异&rdquo;而&ldquo;有所不同&rdquo;。
整洁、安全、好学、知耻、守分、勤劳，其总目标为身心健康正常。
反过来说，在身心健康正常的大前提下，来决定各人整洁、安全、好学、知耻、守分、勤劳的程度，
所以我们建议分阶段调整，依照子女的实际成长状况，来做阶段性的不同要求。
 教养态度可以决定亲子关系，这时候我们也有三点建议，谨供参考： 第一，父母就是父母，最多把
父母的角色扮演好，不必改变身份，和子女做朋友。
 父母和子女做朋友，子女一生就少掉了一种&ldquo;父母&rdquo;的对象，减少一种&ldquo;亲
子&rdquo;互动的经验，实在是一大损失，一种缺陷。
 父母和朋友是十分不相同的角色，和子女做朋友，父母的角色谁来扮演？
高兴时是子女的朋友，不高兴时马上摆出父母的威严，这种亲子关系怎么会好？
 第二，教子女比爱子女更重要，把子女教养好，才是真正的爱子女。
所以亲子关系不能有&ldquo;讨好子女&rdquo;的心态，简直一丝一毫都不容许存在。
 讨好子女一方面表示父母不尽责任，只希望子女高兴，不吵闹就好，自己免得麻烦。
另一方面证明父母缺乏实力，不敢教，不知道怎样教导子女，只有用讨好的方式，彼此共存，但求相
安无事。
 年幼无知，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过程。
这时候最需要的，是父母正确的教导。
错过了这个时期，恐怕子女已经养成很多坏习惯，很难挽回了。
 第三，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可以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以满足教养子女的不同需求。
譬如父亲扮演子女的保安员、职业顾问、运动教练、交友顾问、学科辅导员，而母亲则扮演保健员、
经济顾问、家务教练、生活顾问以及学科辅导员等等，以收分工合作之效。
 亲子关系可以决定教养子女的效果。
我们也提出一种绩效评量表，建议各位依据自己的想法，确定各种项目可得的分数，并且定期或不定
期地进行评量。
 效果评量之后，必须冷静地反省、检讨，夫妻双方好好商量，寻求调整、修改的方向。
 亲子关系是天生的，一辈子不能分割的。
父母既不可能辞职，子女也不可能被辞退，所以父母对子女，生气没有用，埋怨也没有用。
唯一的途径，好像只有&ldquo;随时回归原点，准备重新开始&rdquo;。
回归原点，意思是再想一想自己的教养理念，调整自己的教养态度，以求改善亲子关系，提高教养效
果。
重新开始是不可能的，只能够在心理上自我建设，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不要再提那些旧账。
要紧的是现在开始，必须改变心态，给大家一个新的希望、新的起点。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都是一个良好的机会，让全家人从现在开始，重新调整，便是一个好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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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养:曾仕强给中国父母的教子忠告》：曾仕强夫妇总结的这本中西合璧的人才成长方案一本书，为
中国父母培养身心健康、堂堂正正、自立自强的孩子提供了最合乎需要的指导。
中国式管理之父曾仕强开讲中国式教养之道。
一个人才辈出的家庭三代人70年人才成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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