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不大教的56门必修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校不大教的56门必修课>>

13位ISBN编号：9787807632917

10位ISBN编号：7807632917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李镇西 编

页数：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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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不大教的56门必修课>>

前言

　　谈到对孩子的教育，很多父母想到的往往是学校：给孩子选一所名校呀，选一位优秀的班主任呀
，等等。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许多父母忘记了：孩子赖以生活的家庭也是一所学校，作为孩子的父母也是老师。
我一直坚持认为，一个孩子的成才，主要功劳不是学校而是家庭。
道理很简单，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是终生的教师。
家庭氛围如何，家庭教养如何，父母的素质如何，都将决定孩子的人生。
　　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教育合力的时候，认为有六种力量对孩子施加着影响：教师、家庭、学生集
体、学生本人（自我教育）、课外阅读、街头结交。
看，在这六种力量中，只有教师和学生集体和学校直接有关，而其他的都是学校以外的因素（至少不
完全属于学校）。
而在另外四种力量中，家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因此，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父母也是教育者。
　　每一届新生入学，在第一次家长会上，我都会对学生的家长们说：“我们是同事关系。
我们也许在社会角色、专业知识、性格特征、气质修养等等方面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
就是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教育，而且我们的教育对象完全一致——那就是你的孩子！
”也正是在这第一次家长会上，我总要朗读杰出教育家马卡连柯给父母们的一段话：“你们自身的行
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
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教育着儿童。
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
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欣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
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所有这一切对儿童都有很大意义。
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
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大醉，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地
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
父母对自己的要求，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敬，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教育
方法。
”　　最好的教育莫过于感染，而最好的感染莫过于父母的言行。
所以，本书在很多地方都强调父母身教胜于言教，也正是这个原因。
几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作为教育者的父母，他会随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在人格
上成为孩子的榜样，以无声的形象去感染孩子的心灵；作为教育者的父母，他将不会把孩子视为自己
的‘私产’，而将孩子看成是祖国的未来，这样，他对孩子的期待就不仅仅是‘出人头地’‘光宗耀
祖’，而是用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的要求来设计孩子的成长和孩子的明天；作为教育者的父母，他一
定会全力支持学校教育改革和老师的工作，或者说，他将把学校教育工作也当作自己的应该关心甚至
有时还可以直接参与的分内事；作为教育者的父母，他会以教育者的眼光（而不仅仅是父母的眼光）
去打量关注孩子，细心研究孩子每一天的细小变化，并和孩子一道成长;作为教育者的父母，他会尊重
孩子的精神世界，按照孩子的个性引导其成长使之最终成长为最好的而又独一无二的‘我’⋯⋯”　
　今天，还想对这段话做个补充：作为教育者的父母，还应该懂得一些基本的教育知识，并具备一些
基本的教育技能。
作为一个从教近三十年的教师，我深知，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无论学校把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多么响
亮，实质上还是以“抓分”为“主旋律”。
至于学生应有的“分数”以外的技能，更多的还是要靠孩子父母去培养。
本书所涉及的教育知识和技能，不能说学校一点都没有管，但至少还不是特别重视，远不如分数那样
成为“硬道理”。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提出的重要命题“学会生存”，应该是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使命，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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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仅仅靠学校就能完成的。
因此，父母们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你现在是一无建树因而寄希望于孩子“将来比我有出息”，还是你已经在某个专业领域取得了令
同行瞩目的成就，你都面临一个重新的学习：懂得一些教育常识，并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技能。
在这方面，本书会给你有益的帮助。
　　毫不夸张地说，从某种意义看，父母的教育素质，将直接决定孩子的未来。
遗憾的是，我们许多为自己孩子头疼因而四处寻找良方的父母，往往自己却不会做父母。
这样的学生父母几乎每一位教师都遇到过，而且远非个别。
我常常面对街头那些痞气十足的少年叹息——不是叹息这些可怜的孩子，而是叹息他们的父母。
我长期与后进学生打交道的经历告诉我，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连做人的一些基本素养都成问题，却成
了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如果要彻底转变这些孩子，必须同时转变他们的父母，然而要转变已经是成人的父母几乎是不可能的
。
于是，教育的遗憾乃至悲剧便产生了。
而更大的遗憾和潜在的悲剧还在于，这些不良少年再过十多年又是为人父母！
　　还有一点让我经常叹息，在今天的中国，谈到家庭教育，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怎么给父母提供一些
教子“良方”，而且希望这些“良方”大多都是关于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而忽视了“怎样教会
孩子生存能力（包括做人的道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而这个根本问题，在不少父母那里也没有解决。
人们往往看重的仅仅是父母如何“教育”孩子，而忽视了父母自身的素质。
恶性循环由此开始。
　　为了避免这种恶性循环，现在的父母们应该“补课”，应该继续学习。
我不能说这本书能够解决所有父母面临的所有教育问题，我也不能说本书中的每一条建议都是灵丹妙
药，但是，我相信本书对千千万万孩子的父母是有借鉴作用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父母们能够渐渐成为成功的父母；而唯有父母成功了，孩子才能成功。
只有让孩子接受了科学的家庭教育，孩子所受的教育才是全面而完美的。
　　请记住：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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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孩子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老师们能够帮助解决，更多的问题有赖于家长和老师的协作
，共同去发现、分析、解决。
　　李镇西以曾是一位基层老师，现在是一位教育专家的角度，藉由许多实例呈现观念，根据中国学
校教育的真实状况，准确地建议父母在学校之外怎么帮助孩子，包含：　　·如何合理利用时间的成
功法则　　·教孩子上网的正确攻略　　·培养合理竞争的积极意识　　·学会原谅的处事之道　　
·乐于分享的待人心态　　·培养永不服输的韧性　　⋯⋯　　希望现代忙碌的家长们能放下偏见，
开始关注孩子的课外生活，了解孩子的情况，并和老师不断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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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功课1　　设立目标——善立目标才有动力　　无论是在孩子的学习方面，还是潜力挖掘、兴趣
拓展方面，甚至简单到做一件小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你应该告诉孩子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自己确定和实现这个目标，哪怕它是异想天开，谁知道它是
否完全没有可能实现呢。
　　■ 亲子放大镜　　乐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处于班级第十至第十五名的位置，仿佛
再也提高不了了，自己不禁有些烦恼。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乐乐的爸爸发现，问题不是出在儿子的智力方面，乐乐还是很聪明的，有好多
小发明呢，真正的原因是：乐乐是个不善于设立目标的孩子。
这样下去，可不是一件好事。
　　一个周末，市里举办国际马拉松运动会，有好多马拉松明星来参赛。
乐乐的爸爸也带着乐乐去看了这场马拉松比赛。
回来后，乐乐的爸爸问乐乐：“咱们俩也组织一场马拉松比赛，看看谁能跑过谁？
”乐乐没作声，于是爸爸用激将法说：“你上次不还吹牛说自己是班里的长跑冠军吗？
”乐乐说：“什么叫吹牛，本来那就是！
”爸爸说：“那么请问长跑冠军，敢跟老爸比试一下吗？
”乐乐哼了一声说：“比就比，有什么了不起的！
”　　于是，父子间的一场马拉松比赛开始了，两人换了运动装，然后跑向了附近的森林公园。
结果没跑一会儿，乐乐就累得撑不下去了，声称要退出比赛，爸爸赶忙鼓励他，让他坚持下去。
可坚持了没多久，乐乐还是选择了“退出”。
爸爸走到乐乐身边，与他一起在路边的椅子上坐下，然后说：“怎么样？
马拉松不是那么容易吧？
但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吗？
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
”　　从前，在一个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矮个子选手出人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
。
赛后，记者纷纷问他：“您是凭借什么优势夺得如此惊人的成绩的呢？
”这位新晋世界冠军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是凭智慧战胜对手。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偶然跑到前面的矮个子冠军是在故弄玄虚。
因为在大家看来，马拉松赛是体力和耐力的运动，说用智慧取胜确实有点勉强。
可是，在两年后的又一次国际马拉松比赛上，这个小伙子又夺得了冠军。
他对记者还是那句话：用智慧战胜对手。
他说：“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记下来，
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比赛开始后，我就以
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
⋯”　　讲完了故事，爸爸对乐乐说：“你没能跑下来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体力上，而是由于缺乏目
标。
其实，学习又何尝不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呢？
你要有攻克自己学业的大目标，然后再制订每一个学期、每一个月、每一周，甚至每一节课的小目标
，你就能跑到别人的前面。
如果你没有这些目标，你就可能被前面遥远的路程吓倒。
所以啊，为了能更快地到达终点，制订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吧！
”　　■ 本领养成5招　　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引导自己前行，对于心智还不太成熟的孩
子来说，更是这样。
引导孩子制订一个适当的学习目标，就等于给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激发其上进心，由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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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动力。
　　●以兴趣为出发点制订目标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可以说，对刚进小学的孩子，保护他对学习的兴趣、信心和快乐感，是第一重要的。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喜欢摆弄飞机模型，父母就应当鼓励孩子，跟他一起制作航模，鼓励他参加各种
航模比赛，并且争取拿到好成绩，还可以引导孩子把考上著名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一个远期目标
。
　　● 和孩子一起制订生活小目标　　细节决定成败，而这个细节就体现在孩子的各种细小的习惯上
面。
父母要通过指导孩子自己制订日常生活中的细小目标，例如按作息时间起居、自己洗自己的内裤等小
衣物、吃饭必须抓紧时间等，然后坚持不懈地执行，慢慢把规则变成习惯。
　　●制订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　　给孩子制订学习目标的时候，要尽可能符合孩子的实际。
一是孩子的学习基础要和接受能力吻合，不订“高标准高要求”（他只有60分水平，你要求他下次
考100分）或“高标准高要求”（有90分水平，你仍要求他下次考90分）；二是控制好他能自由支配的
时间，按时间来制订计划。
　　●鼓励孩子持之以恒达成目标　　对孩子来说，坚持计划比制订计划要难得多，因为不完成计划
的“理由”太好找了：“今天天搞卫生耽误了时间！
”“今天的晚饭吃迟了！
”“今天的电视太好看了！
”“今天我不太舒服！
”⋯⋯父母绝对不能允许孩子以类似的各种“理由”塞责，因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相反，要让他随
时提醒自己：别忘了当初的决心和承诺！
　　●孩子完成目标以后的奖励　　当孩子完成计划表中的任务后，内心都会渴望父母的夸奖与奖励
。
这时父母应与孩子做一个约定，比如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奖“小红花”一朵，积够5朵就送给孩子
平时就希望得到的一件东西，或者与他的兴趣相关的一本书如果连续积够15朵，就把一次全家出游作
为奖励。
如违反制订的计划，则取消一朵“小红花”，以此类推。
这样，如果连续积够15朵，就把不仅能够获得心理满足感，还可以在学习或者旅途中增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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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镇西老师给家长的真诚忠告。
　　爸妈，你有下面的烦恼吗？
这些时候，你该怎么办？
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考试考得很差，身体发胖不爱动，早餐没有胃口，上网时刻意避开你，不敢
跟老师说话，却一直回家抱怨。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切实地肩负起对孩子教育的责任，是一个称职的家长的应有之义。
《学校不大教的56门必修课》是家长和孩子一道成长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川博士　　在今天的中国，谈到家庭教育，人们往往首
先想到怎么给父母提供一些教子良方，而且希望这些良方大多都是关于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而忽视
了怎样教会孩子生存能力和做人的道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
而这个根本问题，在不少父母那里也没有解决，恶性循环由此开始。
　　为了避免这种恶性循环，现在的父母们应该“补课”，应该继续学习。
我不能说《学校不大教的56门必修课》能够解决所有父母面临的所有教育问题，我也不能说本书中的
每一条建议都是灵丹妙药，但是，我相信本书对千千万万孩子的父母是有借鉴作用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父母们能够渐渐成为成功的父母；而唯有父母成功了，孩子才能成功。
只有让孩子接受了科学的家庭教育，孩子所受的教育才是全面而完美的。
　　——李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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