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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谁决定孩子的命运“孩子聪慧或愚钝、成绩优秀或糟糕、品质高尚或低劣、人格健全或残缺，一切都
流转变化，但它们似乎总是被什么东西决定着，就像是已经注定了一样。
”——阿德里安·爱尔维修《论精神》再也没有比教育更让家长激动的词语了，在当下的生活中，我
们的家长几乎天天提到它，无时无刻不听到它。
但是，关于如何才能将孩子教育得更好，却是一个难乎其难的问题。
为了帮助理解这一谜题，我们不妨再听一听法国教育家阿德里安·爱尔维修的理性思辨：从孩子一获
得生命和运动能力的时刻，教育就已经开始了。
模仿与追随是人的天性，于是他们的真正教师，其实是他们周围的对象，他们的全部观点、意识、习
惯、性情⋯⋯都是从这些教导者之中得来的。
现在我们明白，教育的真正意义何在了。
教育，是让一切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正确的心智、美德、与天才，让正常的孩子日趋
伟大，让有缺陷的孩子获取幸福。
其前提是，我们必须掌握一种缔造伟大与幸福的工具，这种工具正是正确而科学的教育方式与环境，
而每个孩子都只是教育下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着怎样的教育，也就有着怎样的孩子。
因此，这一缔造未来的教育过程，从时间上讲，开始于孩子降生的那一刻；从空间上讲，则是处在孩
子接触的第一个环境——家庭。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不妨自问一下：在当下的中国，我们的家庭教育，可曾达到了足够的高度
，足以为我们的孩子缔造伟大与幸福？
在许多中国父母看来，他们无不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为子女铺垫一条成功之路，愿意为其提供最充
足的资源支持，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满意者少，失望者多。
看到这样的现状，相信没有人不会感到悲凉。
这几乎是一个民族教育方面的最大悲剧。
也许有许多专家、学者，会为我们分析出中国家庭教育的无数成功之处，无数家长们也可以现身说法
，告诉我们用中国家庭的模式来教育子女，有着怎样的先天优势。
但是这些都是无用的，心血是心血，资源是资源，成果是成果。
这其实是三个关联甚少的不同概念。
最成功的孩子，不一定享受着最多的心血与资源；反过来，那些不成功的案例中，又有几个是因为家
长的放任自流与熟视无睹而造成的？
我们有许多的家长，都是“心血痴迷者”，都是“资源迷信者”，总是以为，我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
，我为孩子提供着那么多的资源，我为他缔造了最好的教育环境，我的孩子凭什么不成功呢？
遗憾的是，教育的规律不是这样运行的，教育环境也不等于时间与金钱的简单叠加。
在孩子复杂而又简单的心理过程中，在孩子不确定而又有迹可循的成长过程中，无论心血、精力还是
资源，都不是决定家庭教育成败的关键。
决定我们家庭教育成与败的，以至于最终决定我们孩子一生命运的，是我们家庭教育的方式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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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教育改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行为模式莫不发生着改变。
而有关这一过程的探寻，在世人的眼中自然有指点迷津的价值。
我们找到的欠缺之处，足以让我们的家长站在某种高度上看到时代的变迁。
　　《中国家庭教育缺什么》就是这样一种书：看起来都是煞费心机的考量，但带来的却是鞭辟入里
的道理，每一次探寻的过程都有着追根溯源的努力，于行文之间却又追求从容自我的境地。
在本书中，作者以亲切睿智的语言，通过一些真实性案例，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许多家庭教育中存在
的基本问题。
它给孩子们的伟大前程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也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带来了最直观、最有
效的经验指导。
　　本书是为众多茫然无助的家长而倾心打造的鼎立之作。
祝你开卷有益，与孩子在本书的指引下，共同走出教育的误区，建构美好、幸福、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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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错位的人性之爱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爱不够，子女就会感到痛苦，但是过分的溺爱，虽然是一种伟大的
情感，却会让子女遭到毁灭。
——马卡连柯爱，是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东西之一，而父母对子女的爱，则更是为人们称颂了世世代
代。
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有了父母给予的爱，就可以活得更加温馨、更加充实、更加幸福，反过来，对
于父母而言，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是家庭生活幸福的源泉，更是带来快乐的天使。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孩子在家长心目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也使
得父母从孩子一降生开始，就竭尽所能地给予孩子以最大程度的爱，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来自父母的
爱更是格外浓厚。
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家庭中，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自孩子出生那天起，就开始将完全的生活重心放在
孩子身上，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对孩子的想法绝无反驳，对于孩子能够完成的工作一律包办，似
乎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表现出自己对子女的爱。
然而，当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在经济上极度偏重，在情感上过度依赖，在生活上过分优先的时候，却在
无意中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些长期处于溺爱中的孩子，由于受到天长日久的格外“优待”，从而在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
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主人。
由于有这种错觉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上娇气十足，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在人际交往上人
性自傲，在面对挫折时不知所措。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不知道怎样剥皮吃熟鸡蛋，因为剥鸡蛋皮的工作从来都是父母
代劳的。
一个7岁的孩子，屡屡花钱雇用同学来为自己写作业，代替自己值日。
一个已经升入大学的男孩，盖的被子竟然有四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会自己洗背面，而是由母
亲每个月来取走一层，洗好后再来为其换上。
在一个小学二年级区区30人的班级里，每天上学由专车接送者，竟然达到了28人之多。
一位处于花季之中的女孩，只因为父母未能满足其去香港看明星演唱会的愿望，便从高楼之上舍生一
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现象绝非个案，甚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常态，而这种种令
人瞠目结舌的事实，无不反衬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家长给予孩子的人性之爱，由于欠
缺了最重要的成分，已经在悄然之间错位，而这种错位的爱，正是造成今日广大中国家庭教育失败的
原因。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探寻的开始——对于父母给予孩子的爱而言，其真正的
精髓究竟应该是什么？
爱的精髓每一个独立了的儿童，他们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他们不用帮助就知道怎样穿鞋子，怎样穿衣
服，怎样脱衣服，在他的欢乐中，映照出人类的尊严；因为人类的尊严，是从一个人的独立自主的情
操中产生的。
——蒙台梭利对于爱的精髓，几乎每一个家长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解。
在有些家长看来，爱的精髓就在于真心付出，以自己对子女的怜爱之心，做出真正的自我牺牲；在有
些家长看来，爱的精髓意味着全力以赴，以自己的全部能力，来满足孩子的种种需要，尤其是物质生
活的需要和欲望。
其实，当我们透过这些说法，看到万千中国父母奉献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家庭教育上出现的重大缺
失：所谓爱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它只是一种爱的正确表现形式而已。
从家长的职责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帮助子女健康快乐地成长。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父母便已经将爱无私地给予了孩子。
而对于孩子而言，能够在成长的环境中得到正确的爱，恰当的爱，也就意味着得到了爱的精髓。
那么，按照这样的标准，在一个家庭中，爱的正确表现形式应当是在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同时，教会
孩子以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由此促生出一个具有适应社会能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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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起来，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爱绝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这也就是说，一份高质
量的爱，足以令孩子受用终身，反过来，一份欠缺精髓，漫无边际的溺爱，只能令孩子在过于宽松的
环境中畸形发展。
然而，就当下中国家庭教育的现状来看，能够做到“正确去爱”的家长实在是少之又少，由溺爱而造
成的不良后果比比皆是，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就中国而言，在过去的时代中，每一个家庭的物质条件都极其匮乏，家长为了生活而奔波，从无闲暇
顾及子女，甚至于子女也不得不帮助父母来承担家庭生活的重任。
在最近的20年里，随着我国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曾经在少年时代饱尝困苦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了新
一代的父母，由于这一代父母品尝过物质匮乏所带来的苦难，因此便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再为此折
磨，。
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新一代的父母便很难认真地去思考，如何理智正确地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更
难以探索教育子女成长的科学方法，我们的家长所能做的，只有尽量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尽量屈从
孩子的想法，替孩子包办一切事务。
当我们的家庭教育落入这样的怪圈时，其本质就不再代表着家长对孩子的爱，更不代表着家长对孩子
的教育，而仅仅是家长在为自己过去所遭受的贫穷与苦难做补偿，这样的补偿并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
，而是在孩子的身上得到体现，孩子此时所代表的身份，仅仅是万千家长的化身而已。
这种情势的出现，对中国家庭教育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
因为在这种补偿机制的作用下，我们的家长不再依据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来完成对孩子的培养
，反过来，家长们所采取的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着明显的情绪化特点，由此教育出的孩子
，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自立是成才必由之路自立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更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的必
需。
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终其一生，可能只是一个悲剧。
——陶行知对于当下的中国孩子而言，想要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立足，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在长大之后，拥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就必须让孩子从小跟上社会的节奏，从小学会
一种“竞争中求生存”的本领。
这也就是说，对于家长而言，其育儿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沿着自强、自立、自主的思路，将一个“
自然人”，培养成为一个能被社会所接纳的“社会人”。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达到自立自强的目标不仅意味着完成自身的成长使命，同样还具有社
会学与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其能够循序渐进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有新生的社会成员作为补充，在这个补充
的过程中，新社会成员在完成自立自强目标的同时，也将社会责任逐渐接替到身上，从而达成社会的
更新换代。
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说，这个道理就更加简单，我们在电视中可以看到，那些新生的幼崽，一生下来就
要挣扎着学会自己行走，在一定阶段必须学会自我寻食，这正是自立的最好印证。
而假如一个种群繁衍出来的后代，无法做到自我生存，那么这个种群也就自然失去了后续的发展空间
，等待其的结果，唯有在不断衰败中走向覆灭。
由此，我们就找到了孩子成才的必由之路，或者说是孩子成才的必要前提——自立！
反观当下众多中国家庭，由于人性之爱严重缺乏精髓，导致溺爱因素在家庭教育中大行其道，从孩子
一降生开始，我们的家长就为其包办一切，于是，就在这种大的氛围下，许多孩子慢慢由反抗逐渐变
得顺从，以至于习惯起来，最终形成了依赖性，失去了吃苦耐劳的自立精神。
当我们的家长在生活上对子女百般溺爱，形成对子女的过度保护时，孩子独立生活的机会就一点点被
消磨，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就逐渐退化了。
在美国，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那些三四岁的孩子摔倒之后，家长并不去亲自搀扶，而是任由其自己爬
起。
当家长去市场购物时，往往拉着孩子任期自己行走，绝没有背抱的现象出现。
而我们的家长则总是将孩子放在自己的羽翼下生活，事事包揽，小到一粥一饭、晨出晚归，大到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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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婚，这两种教养态度，无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这两种教育态度下成长出来的孩子，其素质、能力势必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假
如将一个中国孩子与一个美国孩子放在同一个竞争的舞台上，孰胜孰负便很容易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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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家庭教育到底缺什么？
到底应该给予孩子“人家都有”的教育、最奢侈的教育，还是最适合的教育？
如何才能让孩子从自身的局限、文化的困境中逃离，进人属于他自己的最广袤无垠的天地？
也许真理并非绝对存在，但我们希望通过以上十个方面对家庭教育的探讨，可以使我们离它更近一些
，也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的家长们有所启发。
在我们的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以一首教育家陶行知的诗与读者共勉，感谢您读完这本书。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自勉并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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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家庭教育缺什么?》是中国第一本全方位指出家庭教育缺陷的经典范本。
颠覆传统模式的亲子圣经，即将风靡全球的家长行动指南。
一册在手，教好孩子不犯愁；直指要害，轻松育儿不再是梦！
谨以此书献给家庭教育中茫然无助的众多中国家长。
中国家庭教育到底缺什么，集中体现在十个方面：第一，人性之爱欠缺精髓，同时忽视非智力因素的
培养。
第二，心灵关怀缺失，扼杀独立人格的成长。
第三，人生观教育扭曲，成为变相拜金主义的诱发因素。
第四，教育手段单一，家长演变为应试教育的同谋者。
第五，教育方向朝令夕改，缺乏教育目标的远景性和阶段性。
第六，家庭观念淡漠，孩子是家长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七，未来定位模糊，孩子沦为家长实现未泯理想的工具。
第八，道德教育沦陷，家长和学校教育一起陷入超级空白。
第九，生活训练短缺，以近乎泛滥的物质支持来掩盖教育观念的不足。
第十，性教育近乎空白，以至于成为孩子顺利成长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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