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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谁不会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
”还有些父母说：“我们小时候不也这样过来的吗？
现在不是很好吗？
”　　在我来美国定居之前，确切地说是在我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我读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接着又有了孩子，在融入美国社会并体验教育孩子的乐趣
与酸甜苦辣后，我对培养孩子有了另外的认识，我发现我原来的教育理念有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在教
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误区。
　　2006年9月，我跟随丈夫又回到阔别了18年的祖国。
　　回国后，我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我原以为，社会发展这么快，人们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得到了这么大的提高，人们培育孩子的方式也一
定更科学、更有效。
可是，在我对身边的妈妈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观察之后，发现她们的误区一点儿也不比我当年少。
　　我经常发现这样的现象：　　忽视早期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总以为孩子还小，再大一点儿管也不
迟；一切以孩子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以孩子欲望的实现为满足；孩子出了问题后就大声地训斥孩子，
甚至非打即骂；一味责怪孩子的过错，从来不知反思自己；以强制性的方式，较多地限制子女的行为
；家长成为老师的“助教”，课外又给孩子布置大量作业与习题；重视学校教育，忽视社会对孩子的
影响等等。
　　还有，有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子女期望值很高，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许多父母投入大量的钱，花费大量的时间陪孩子学习、上课，学钢琴，学绘画，早出晚归，节衣缩食
，甚至牺牲自己的事业。
　　然而，由于许多家长缺乏教育子女的必要知识，不懂得如何对孩子实施有效的教育，结果往往收
获不大，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有时候甚至事与愿违。
　　教育孩子，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想必没有能在每个孩子身上都适用的“标准答案”。
但是，不科学的、错误的做法却是所有做父母的都应该避免的。
　　做父母不难，但做个优秀的父母不容易。
每个父母都不想走入误区，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地就走进去的。
我写这本书，主要就是解决家长们“如何避免走入教育孩子的误区”这个困惑的。
　　我们经常教育孩子知错能改，那我们自己呢？
当我们做父母的知道了本书中介绍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后，也应该及时纠正，唯有这样，才最有利于孩
子的成长，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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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孩子，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想必没有能在每个孩子身上都适用的“标准答案”。
但是，不科学的、错误的做法却是所有做父母的都应该避免的。
    做父母不难，但做个优秀的父母不容易。
每个父母都不想走入误区，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地就走进去的。
作者写这本书，主要就是解决家长们“如何避免走入教育孩子的误区”这个困惑的。
    我们经常教育孩子知错能改，那我们自己呢？
当我们做父母的知道了本书中介绍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后，也应该及时纠正，唯有这样，才最有利于孩
子的成长，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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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你常把“孩子还小”挂在嘴边吗  “孩子小”不是理由  不能让孩子成为第二个方仲永  妥协是
一个最不应该使用的武器  3岁以前，抓住教育的关键期  儿童的头上不应该有光环  及时扶正长弯的小
苗第二章 男孩穷着养，女孩富着养  再富也要苦“小子”  帮助她找到更多伙伴财富  钱财富裕口袋，
知识富裕脑袋  大方公主养成记  舍得给孩子在提高艺术修养方面的投资  “富”并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
 富着养未必是娇惯第三章 做孩子终生最好的明友  放下父母架子，“蹲下来”和孩子讲话  我给女儿当
姐姐  参加一些家务的决断，能给孩子主人翁的感觉  和孩子一起分享：喜怒哀乐都可以  注意和孩子说
话的语气  善听孩子的弦外之音  向孩子学些新潮话，用孩子的语言和动作表示自己的想法  给孩子恰如
其分的赞扬第四章 孩子最需要智慧的导师  成为孩子的重要导师  孩子需要顾问式的父母  与孩子交流
时多听少说  理想太多就等于没有理想  任何事情，“要他做”和“他要做”，结果截然不同  一点错误
的诱导可以抹杀很多其他可能的才能  过早让孩子接受一些过于复杂的东西会适得其反  从不会到会很
容易，从会到优秀需要耐心  在聪明的孩子面前，父母不能做“菜鸟”第五章 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影
响最大  孩子真的不“懂事”吗  戒掉妈妈的零食，预防零食“传染”  给孩子一个真爱的世界：让孩子
看到你的爱心，他会效仿你  给孩子一个平安的世界：安定伴随着孩子，他信赖他人与自己  做学习型
的家长，为孩子营造终生学习的气氛  父母的坏习惯一定不要被孩子看到  不要重复脏话，以免反面强
化  说一套做一套的父母最不称职  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第六章 给孩子定“踮起脚”就能够得蔷酌目
标  给孩子定目标不能太高  借孩子崇拜者的口说：只要⋯⋯就⋯⋯  美国的孩子为什么大胆  对孩子的
每一点进步都给予肯定  分解大目标，一点点实现  给孩子贴“标签”，孩子就会沿着这个“标签”发
展  用幽默的语句去描述孩子的失败  孩子把一个特长练好就能让他终身受用第七章 听话的孩子就是好
孩子吗  避免说“你不能这样”，“你只能那样”  孩子不听话就一定是孩子的错吗  爱听话的她，更爱
淘气的她  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他想的和你不一样  太乖的孩子还有自己的主见吗  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
的五个技巧  批评孩子的时候你注意场合了吗  对孩子不能用恳求  多说“妈妈更喜欢你⋯⋯”  不要让
孩子做你的傀儡第八章 打骂不是惩罚孩子的最有效的方武  宽容比责骂力量大  允许孩子们犯错  允许
孩子们有缺点  打骂孩子，实际上剥夺了他反省自身错误的机会  别把孩子看作麻烦的制造者，要把他
当作解决问题的参与者  代替惩罚的七个技巧  让孩子去体验  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  别把爱扯进来当挡
箭牌第九章 越早认识这个世界的孩子越成功  关心孩子内心的迷惑  让孩子的每个问题都找到答案  不
要避讳谈钱，尽早让孩子知道理财的重要  不存在家长完全不能与孩子讨论的话题  竞争是常态，没有
竞争才是异常  有些事情必须让他自己做  妈妈是女儿的望远镜，让她见识更多  妈妈要为孩子创造接触
社会的机会第十章 怀着爱的愿望约束孩子——给孩子的行为立个规矩  话不可以收回来  不能急于求成 
纠正孩子的技巧之一：描述你所看见的  纠正孩子的技巧之二：描述你的感受  当无理取闹不能奏效时
，他就不会再继续  孩子犯错的成本太低，他就会屡错屡犯  乱扔玩具就没收  自作必须自爱  在乎孩子
的心理感受第十一章 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  做父母与做保姆的不同  在父母的鱼缸中永远难以长成
大鱼  电视上那些表现出众的名人都不是娇惯出来的  蹒跚学步时不急着去扶  过度的保护，带来孩子的
无能  妈妈不要承担本来是孩子的责任  妈妈给孩子的“特殊待遇”会让孩子认为心安理得  狠心拒绝也
是爱第十二章 爱玩的孩子更聪明  安静的孩子很少有好身体  不因孩子“闯祸”责骂他，只要这与他的
创作活动有关  你知道孩子淘气的原因吗  面对妈妈不喜欢的孩子的玩伴，最好尊重孩子的选择  支持、
引导孩子的兴趣  不做多愁善感的林黛玉  家庭是没有教材、没有作业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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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你常把“孩子还小”挂在嘴边吗　　“孩子小”不是理由　　很多父母觉得孩子还小，有
些事情等他们大一点儿再教不迟，于是对孩子乱放东西、没大没小、不知道保持良好的清洁习惯、任
性等坏习惯都不加阻止，觉得孩子大了自然会改正；或是什么事情都帮孩子做好，孩子只管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习惯了依赖，长大后更难改过来，因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陋习已经影响孩子做事的条
理性以及健康人格的形成。
想要除却它们并非易事。
所以，父母要注重早期的启蒙教育，不要以孩子小为借口，过分地、没有原则地宠爱孩子。
　　其实，孩子越是小，越是“不懂事”，越是对其进行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训练的绝好时机。
由于孩子小，对事物充满好奇心，他们才希望自己懂更多的事。
他们凡事都跃跃欲试，想探个究竟。
但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若做应该把握什么原则，就需要家长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
培养训练，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的训练。
　　科学研究证明，孩子年龄越小，感受能力越强，可塑性也越强。
也就是说，小时候对孩子进行行为规范训练，作用最明显，效果最好。
人们常说的“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的图画”即是此意。
　　我的女儿妮妮在一两岁的时候也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喜欢乱扔玩具，因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那时，我并不像很多家长那样一边大声斥责，一边帮她收拾。
我常蹲下来帮她把那些散在地上的玩具捡起，并且说：“以后，这些事情就得你自己做。
看好了，这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
等下一次想玩了，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找了。
”这样，妮妮就能慢慢养成习惯，就能知道乱扔东西不好。
等她稍微大一点儿，已经有了一定的做事能力了，我就不再帮她收拾东西了。
有时我还鼓励妮妮自己动手，我则站在一边指导，让她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用过的东西
应该放回原处。
　　现在，妮妮不仅能自己打理事务，将她的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经常帮我们做家务。
看来我们对其的启蒙教育已初见微效。
　　如果那些娇惯孩子的家长能够深谙此理，重视对孩子的早期行为规范教育和训练，想必中国那些
考上大学还不会洗衣服的孩子定会大量减少。
有句古话说得好：“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就是要求家长在孩子正处于“似懂非懂”的这
个年龄阶段，对孩子进行行为规范训练，这种做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易经?蒙卦》中的“蒙养以正，圣功也”中的“蒙养”，即开启蒙昧的意思。
意即，对蒙而无知的童子，及早施教，使之不失其正，是圣人之功。
由此可见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纵观古今，那些成大事的人莫不是有着良好的家教，从而才能知书达理，明辨是非，成就伟业。
爱国志士李大钊的成才就与其启蒙教育密不可分。
　　李大钊从小就父母双亡，与爷爷相依为命。
他的爷爷是个读书人，李大钊出生时，他已经70有余了。
为了把李大钊培养成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不管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从没有半点儿疏忽和迁就。
他常对左邻右舍说：“小孩子就像一棵茂盛的小树，由他自己去长，一点儿也不管教，那是万万不行
的。
从小看大，三岁知老。
小时候要是不注意好好管教，长大以后就来不及了。
”从3岁起，爷爷就教李大钊识字；白天教，晚上问。
四五岁就开始教他读《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本。
而在生活中，爷爷也教给孙子为人处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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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爷爷的教育下，李大钊刻苦学习，进步很快。
上学时，他受到了乡邻亲友和私塾先生的赞扬。
后来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今的家长虽然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孩子报了各种学习班，希望他们赢在起跑线上。
但是，却疏于对他们的启蒙教育。
尤其是对其性格的培养。
如果以孩子小、不懂事为由而放弃早期行为习惯训练，加之孩子好模仿，缺乏分辨是非、善恶、美丑
的能力，极易受不良环境因素的熏染，进而形成一些坏习惯和坏品德。
如果等长大了再管教，就可能为时已晚。
因此，对孩子进行行为规范训练要趁早，家长千万不要坐失良机。
　　不能让孩子成为第二个方仲永　　有的父母认为孩子还小，对其定向培养似乎早了一些。
殊不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天赋，关键在于是否表露出来，家长如何发现。
而善于“发现”孩子长处与兴趣的家长无疑是最聪明的。
　　不知你平时仔细观察了没有：　　如果你第二次给孩子讲述同一个故事时，无意中说错了某个地
方，孩子能否马上指出？
当你带孩子走街串巷时，孩子是否能指出曾经到过的地方？
若是类似的问题你都答“是”，说明你的孩子记忆力相当不错，在语言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天赋。
　　你还可以留意一下，孩子是否一听到音乐就随之翩翩起舞或小声哼唱？
他的一举一动是否优美协调？
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骑自行车、滑板车之类？
如果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无疑，你的孩子具有一定的音乐天分，平衡能力也很好，舞蹈、武
术也许能尽展他的才艺。
　　但如果不能对孩子进行及时的引导，那么他的过人天赋终有一天会消失殆尽。
因为人的知识与才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在造就人才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有天赋的人要自觉学习，珍惜自己先天的优异条件，如果不接受后天教育或是后天的教育达不到要求
，都会难以长进，还可能连原有的聪慧也保持不住。
　　记得北宋王安石曾写过一篇名为《伤仲永》的文章，里面讲的是一个神童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教
育最后沦为常人的故事。
　　金溪的百姓方仲永，其家世代靠种田为生。
仲永长到五岁不曾见过书写工具，那一年他却突然哭着要这些东西。
父亲十分诧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做了一首四句诗，并且题上自己的名字。
人们都连连称奇。
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全乡的秀才看后也是震惊不已。
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令人叹服之处。
因此，很多人请他的父亲去做客，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
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方仲永四处拜访，不让他学习。
几年之后，方仲永渐渐与常人无异，再叫他做诗已是难事了。
　　仲永天资聪颖，有悟性，比一般人要机智很多。
但是，正因为他的父亲着重于眼前的利益，过于看重他的天赋，而忽视了，后天的培养。
一个天才诗人就这样被扼杀了。
　　成人文化的恶俗部分常常侵犯、践踏儿童世界，剥夺儿童的童年生活权利。
因为有奇才就“不使学”，岂不将孩子的大好前程白白葬送掉？
对他们重要的是引导，不能过早太吹捧了，也不适合媒体像推歌星般的炒作。
因此，父母不仅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天赋，还应帮其正确地发展下去。
若是因为孩子在某一方面超出常人就沾沾自喜，不可一世，常将其作为炫耀的资本，久而久之，就会
成为第二个方仲永。
这对孩子的天性是一种残忍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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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孩子自由地选择他的爱好，然后把爱好着重培养。
　　我在美国有个同事，他在女儿两三岁时，惊奇地发现孩子竟然识字了，而家人从没主动教他认字
。
那天，他们父女二人在街上走，突然，女儿指着路边的一家鲜花店说：“Fresh flow—er shop。
”我那同事一看，的确是“Fresh flower shop”的字样。
在同事的追问下，女儿告诉父亲，她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从这个小细节上他感觉自己的孩子学习能力可能比较强，就到书店购买了一套学英语的VCD光盘。
从此，孩子认识的单词越来越多，到了四岁的时候，她已经能自己看一些浅显的书了。
　　如果普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像我的同事那样善于发现并引导孩子的天赋，那么世间也便少了许多诸
如方仲永式的悲剧。
家长，尤其是中国的大多数家长，不要用理想去要求孩子发展兴趣，而只能用兴趣去构建孩子的理想
。
　　妥协是一个最不应该使用的武器　　在国内，我经常看到这样一个情景：孩子在商店里看上了某
个玩具，缠着妈妈要买。
妈妈好言哄他：“这个玩具不好，我们去别的地方买。
”或者说：“今天妈妈带的钱不够，明天再来买好吗？
”孩子却依然不依不饶，非要买。
妈妈一气之下说：“今天就是不买，我看你怎么办！
”结果，孩子倔脾气上来了，哇哇大哭起来，甚至赖在地上，乱踢乱闹，死活不肯起来。
无奈之下，妈妈为了哄住孩子，只得把玩具买下来。
　　但是，这样的家长有没有想过：如果孩子下一次有过分的要求，你该怎么办？
一味的妥协与迁就只能使孩子更任性，妥协是一个最不应该使用的武器。
因为最初孩子向家长提出要求的时候，常以试探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要求，若是得到满足，孩子的任性
行为就得到了强化。
尝到了“甜头”的孩子，以后还会向家长提出更离谱的要求，那时，家长恐怕只能被迫接受了。
　　家长常向孩子妥协，看似也有其无可辩驳的理由：为了上班不迟到；为了缓解在众人面前尴尬的
局面；为了让孩子更高兴。
其实，诸如此类的理由，会纵容孩子，使其愈加任性。
家长一味的妥协，一次次地把问题搁置下来，腐蚀了孩子成长的根基，为孩子将来的生活埋下了无数
隐患。
所以，要在一开始，就让孩子知道：无理的要求，即便是撒泼耍赖也不能得到满足。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女一高兴，爸爸妈妈就高兴，越往后，儿女就越认为自己的行为合理。
如果孩子的行为表现只由他的欲望指使，他就会对生活享受产生异常狂妄的要求，但对自己却几乎没
有任何要求，长此以往，他就会成为贪得无厌、为非作歹的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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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的父母已经意识到，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也是终身课堂；家庭教育要跟上时代的变化，
父母就要重新学习，重塑自己。
于是今天，家庭教育呈现出几大渴求：孩子渴求现代父母，父母渴求现代家教，家教渴求有效方法。
　　——《卢勤：把孩子培养成财富》　　知识之丰富与否，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
，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
　　——中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和幼儿教育家 陈鹤琴　　要是不系统进行教育学的教育，不提高家长
的教育素养的话，无论怎样成功的教育工作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苏联当代最有名望的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　　家庭生活在儿童生长的每一个时期，不，在人
的整个一生中，是无可比拟的重要的。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 福禄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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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孩子心灵，聚焦家庭教育盲点。
　　原来孩子可以这样教。
有权威调查证明：有70％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存在，教育不当的问题，有100％的父母曾经在教育子女
的问题上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中国的父母已经意识到，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也是终身课堂；家庭教育要跟上时代的变化，
父母就要重新学习，重塑自己。
于是今天，家庭教育呈现出几大渴求：孩子渴求现代父母，父母渴求现代家教，家教渴求有效方法。
　　——《卢勤：把孩子培养成财富》　　知识之丰富与否，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
，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
　　——中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和幼儿教育家陈鹤琴　　要是不系统进行教育学的教育，不提高家长
的教育素养的话，无论怎样成功的教育工作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苏联当代最有名望的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　　家庭生活在儿童生长的每一个时期，不，在人
的整个一生中，是无可比拟的重要的。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 福禄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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