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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现代教育，教育的主体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争论教育的主体还是局限在以教师为主体还是以学生为主体的问题上，最终
形成了“以教室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共识。
其实，现在发现这不过是在研究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关系，就学生的成长而言，教育的主体已经远远
超出了这个范围。
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社会的多种信息渠道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深，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形
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每天都在冲击着学生的心灵。
因此，教育已经超出了学校教育范围，孩子的成长受着多重教育主体的参与，促进或者制约着孩子个
体的发展。
这其中家庭是最早的，最亲近的，也是最经常的教育主体，它既有言传身教又有环境濡染，既体现对
孩子的关爱又体现家长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浸透亲情，持续不断的教育。
在许多孩子的成长历程中，家长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教师。
当然，有的家庭培养出好的公民、好的人才，也有些家长耽误了孩子的一时甚至一生。
所以，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就成为一项社会的责任。
这种指导是试图帮助家长在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了解更多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法律、伦理
、生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力，我想这肯定是家长的普遍需求。
由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当代家庭教育报组织编写的《家长学校系列教材》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一
套丛书。
这套丛书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科学性、可读性和可操作性，由长期在家庭教育指导战线工作的专家、
学者、新闻工作者参与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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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父母成就好孩子——百名校长为家长支招》由一百余位教育经验丰富的中小学校长共同撰稿，针
对当代家庭教育中经常面临的种种烦恼和困惑，以数百个问题解答的形式，具体而深入地阐明了问题
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了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既可作为中小学校、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的指导用书，也可作为每位家长经常翻阅的身边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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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了解孩子注重点化家庭是学生成长的摇篮，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课堂。
作为孩子的启蒙老师，家长对家庭教育意义的认识程度，以及教育孩子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都直接
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一、了解孩子的特点是家庭教育的前提我在小学工作二十年来，亲身感受到学生素质正在发生明显的
变化，现在的孩子有哪些特点呢？
综合一些专家的调查及我教育教学实践的体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喜欢自主，但不善于合作；2.
敢于竞争，但不能经受挫折；3.学有特长，但缺少基本的生活能力；4.能够自护，但缺少勇敢精神；5.
信息丰富，但质量不高；6.思维活跃，但价值认识混乱，7.很能消费，但缺乏经济意识；8.营养丰富，
但锻炼身体不够；9.喜欢演节目，却不懂看节目。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由于社会、家庭条件的变化，家长的思想水平、经济状况、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大多数孩子身上必然会表现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显然是“后天”造成的。
如果我们教育不当，孩子培养不出来，对学校来说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损失，对国家来说可能是
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损失，可是，对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了。
提高家庭教育的成功率，不仅仅是国家的需要，更是父母的迫切需要。
因此，我们只有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加强教育，才能使孩子们健康成长
。
二、明确家教内容是家庭教育的关键家庭教育的内容包括对子女的思想品德教育、行为习惯养成，对
子女的文化知识、学习技能方面的辅导与训练，对子女的能力的培养等。
许多家长重视孩子学业的进步和智力的发展，而忽视了子女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
有专家说：人的成功，百分之二十决定于智力，百分之八十决定于非智力因素。
人的智力差异是相对稳定的，而非智力因素的差异却是可以大大调整的。
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孩子对外界的一切都感兴趣，家长应满足孩子的需求，让他们广闻博览，尽量
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都会给孩子打下良好的基础。
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往往和他取得的成就有关，家长应给孩子提供成功的机会。
在孩子对学习逐渐有兴趣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不断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正确，学习强度适中，学习效果就比较好。
动机错误就要纠正，动机过低、过强也要进行调整。
每个孩子的智力客观上有差异，对孩子的期望也应恰如其分。
当他取得成绩时要给予表扬，对不理想的成绩要正确归因，不能一概批评。
青少年兴趣是不稳定的，家长应善于发现孩子兴趣的变化，因势利导。
要培养孩子健康的情绪情感，满足孩子爱的需要。
注意和孩子情感的沟通，经常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要求和愿望，要让孩子学会爱，爱家长、爱他
人、爱祖国、爱社会。
家长可以经常带孩子去参观科技馆、植物园、展览馆等，培育他们热爱科技、文化的情感。
要注意调适孩子的不良情绪，让他们学会谅解和宽容，和同学和睦相处，待人谦虚、诚恳。
要培养孩子的良好性格。
事业心、责任心、独立性、自信心、勤奋、勇敢、谦虚等良好的性格都与成材关系密切，给孩子创造
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环境，有利于孩子性格的健康成长。
相反，家长对孩子干涉过多，对孩子溺爱或拿孩子宣泄出气，都不利于孩子性格的完善。
对那些犟头倔脑的孩子，更要善于引导，而不是粗暴干预。
要有意识地磨炼孩子的意志。
今后的社会是高度合作又高度竞争的社会，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抗挫折能力
。
家长既要鼓励孩子追求成功，给他们创造成功的机会，让他们体会成功的欢乐，也要鼓励孩子不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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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不能逃避失败。
家长甚至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困难情景，鼓励孩子在追求成功中敢于冒险，不怕出错，要有
探索的精神和勇气，在经历几次失败后再去体验成功的艰难和喜悦。
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家长在这方名要做出表率。
习惯成自然，有了良好的习惯，孩子将终生受益。
当然，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中会出现反复，家长要有耐心，
及时给予督促和鼓励。
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主要是后天培养的，要在社会活动和生活劳动中形成。
现在不少家长担心自己的独生子女在外面受欺负，担心孩子学坏，怕孩子在外面不安全，将孩子关在
“家庭保险箱”中，剥夺了他们和同龄人活动的权利。
这不仅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而且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交往能力。
家长要给孩子创造交往的机会，让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让孩子加入到自己的社
交圈，参与接待客人，给客人让座、倒茶等；培养孩子在生人面前敢说话，热情而又大方；让孩子参
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让他们学会一些劳动技能，在劳动中注意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自尊心、独立
性和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在劳动中培养他们的团体合作意识和协作精神。
教育好下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体魄健壮、品质优良、适应跨世纪人才要求的合格人才，是每个父母的
心愿，也是每个家长的责任。
每一位家长应在充分挖掘和发挥孩子道德潜能的基础上，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让孩子在广泛参与中
学会自我定位、自我调控、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逐步成为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于一体
的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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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愈来愈高。
而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对如今的孩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独生子女存在的问题也越发突
出。
面对孩子成长中的种种问题，广大家长所掌握的家庭教育方法明显匮乏，存在着很多困惑，急切需要
广大教育工作者为其指点迷津。
根据广大家长要求，很多校长带着强烈的责任意识，积极撰写有关家庭教育方法的文章，深入浅出地
为家庭教育支招导航，深受家长欢迎。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各位校长根据自己做家长的经历和多年学习与实践的经验积累，都经过本校
家长实践应用并产生过较好的效果。
编辑出版的目的在于使更广大的家长能够共享并应用，使更多的孩子能够在较为科学的家庭教育中健
康地成长。
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广大家长提供帮助！
感谢广大校长为本书编辑工作所付出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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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好父母成就好孩子:百名校长为家长支招》：家长学校系列教材丛书。
好校长带出好家长，好家长育出好孩子，招招在理，招招管用，数十年的经验累积，浓缩凝练成一篇
篇实用指南，精辟深入的话题探讨，帮助望子成龙的父母看看得更高、更远！
针对问题：孩子做事膳蹭怎么办？
校长支招：帮助孩子改掉磨蹭的习惯，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做事不拖拉，为孩子做出表率：其次，
家长要教孩子使用小闹钟，帮助孩子认识日寸间，增强时间观念，帮助孩子管理好时间；第三，家长
还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也可以对孩子进行合理的惩罚。
针对问题：孩子不主动学习、自理能力差怎么办 校长支招：家长可以不懂、装“傻”，逼着孩子主动
去学；可以不干、偷“懒”，逼着孩子主动去做。
家长要让孩子勇敢地站起来，承担起属于他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责任，只在孩子特别需要的时候站出来
，做孩子的支柱，帮助他走出误区，找准成长的方向。
针对问题：如何夸奖孩子最有效果？
校长支招：夸奖孩子也是一门艺术，家长首先要掌握好夸奖的标准，多夸努力少夸聪明，多夸内在少
夸外表，多夸弱项少夸强项；其次要把握好夸奖的内容，夸奖孩子要具体、明确，不要盲目和别的孩
子进行攀比，不要总对孩子进行物质奖励。
针对问题：如何对孩子进行灾难教育？
校长支招：灾难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家长要善于发现和抓住灾难中的不同教育点，结合学校、家庭和
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教育。
教育孩子为灾区奉献爱心，教育孩子学会感恩，教育孩子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对孩子进行安全
教育，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教他们遇到灾难要冷静行事。
针对问题：单亲家庭如何培养孩子的健康心理？
校长支招：单亲家庭的孩子渴望亲情，更需要“理性的爱”。
家长首先要调整思想认识和心理情绪，引导孩子对家庭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次，要积极帮助孩
子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第三，要密切观察孩子的言行，及时解开孩子思想上的疙瘩；最后，要让
孩子多接触其他长辈，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影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父母成就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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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