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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年底，著名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2009年十大博客，在新浪网开博13个月的我入选为最受关注的
十大博主和教育博客类最受欢迎的博主之一。
新浪网在评介我的人选理由中写道：美国《侨报》副总编辑，《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
词》等博文引发媒体热议。
2008年是我从事新闻职业以来在世界各地采访重大新闻事件最多的一年：1月到台湾地区采访“立委”
选举，3月再度赴台采访“大选”；5月中国四川发生地震，又赶往四川，采访中国抗震救灾的新闻；6
月中国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谈，我从四川灾区赶到北京采访相关的新闻。
采访结束后又回到四川灾区，继续未完成的采访报道工作，11月赴秘鲁，采访APEC领导人峰会。
博客在中国已兴旺了很多年，我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一年采访了太多的人与事，感受良多，因此也想
在博客中与网友们分享。
2008年11月28日，我的博客在新浪网安家，最初大部分文章是围绕着一些个人采访的新闻事件来写作
。
2009年3月，新浪网教育博客的编辑约我写些有关教育的文章；4月到英国伦敦采访G20峰会，回到美
国后开始准备介绍一些美国教育的情况。
教育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国内《光明日报》担任记者时，我主要是采写教育类的新闻
，也参与了中国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的报道。
到美国以后，深切感受到华人移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很多中国人到美国后留在美国，其实并不
完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能够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华人重视教育在美国是出了名的，第二代华裔移民很少有不上大学的，而且更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
读名校。
华人子女接受教育的比例高，因此在收入上也高于美国其他一些族裔，这就是接受高等教育带给人们
最直接的经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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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数人的人生经历已证明，教育是提高人们经济地位的基本方式，也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金钥匙。
    本书试图站在既不完全是东方教育心理也不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教育理念的立场上来看美国教育和中
国教育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而在美国的“中国妈妈”恰恰是这两种文化和教育理念的结合部，从美国“中国妈妈”的身上也最能
反映出东西方教育方式的磨合与反差。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首先谈的是家庭教育与父母之责，也就是作为父母，在你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
式下如何让你的孩子健康成长；其次是介绍孩子的素质与品格教育，在不少父母的心中，孩子只要读
好书、上大学就是好孩子，就是优秀的人才；最后，作为父母，如果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拥有真正的未
来，靠什么？
答案人们早已耳熟能详，那就是让你的孩子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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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小孩子在校接受的教育，是循循善诱，培养兴趣，鼓励没边际地自由发挥，今天让你从后花园撮
一些土去，就教学生这土的形成，从感性到理性；明天让你手工制作一件东西，让你上台表述这东西
的制作过程，一切以学生为主体。
中国教育的问题就是，给你一个圆，在数学课上就给你答案这是零，在英文课上就是“欧”，不能有
别的答案，以教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创造性受挫，想象力受限。
所以说，很多学子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受教育的路径，那就是：在痛苦的灌输中等待开悟。
灌输贯穿了整个学习的过程，学习是在戒尺或类似戒尺的训导、填鸭、死记硬背中“装满知识”的过
程。
教育的两种功能，我们似乎只注重了一种，那就是学会手艺好谋生，在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这更
令中国妈妈们恐慌，因而越发强化了中国妈妈的“攀比”心理，更加以别人为标杆，以求得孩子出人
头地。
在这种实利主义目的驱使下，教育的另一种功能被抵消了，那种被学者肖雪慧称作“必要的乌托邦”
的教育内涵，那种让孩子眼界开阔、目光远大，有助于发展观察、分析、评价、选择能力的内容，被
立等可取的“钱币”式的内容所取代了。
这是锻造工具出产匠人而非陶冶精神出产大师的教育，也是中国妈妈“攀比”魔咒的来路，对此，不
能光是中国妈妈们反思，整个中国教育体系都该为此反思。
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杨锦麟在他的《有报天天读》中提出反思的命题。
杨锦麟说道：有一消息，说“中国妈妈”在美国成了贬义词。
原因是，中国妈妈喜欢拿小孩炫耀，如：宝宝的成绩如何，宝宝又获了什么大奖，等等，引起老美特
别反感。
我没有去求证这一消息是否属实。
如果消息可靠，那应该值得我们反思了。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妈妈是伟大的。
她们哺育宝宝成长，承担家庭教育职责，可谓劳苦功高。
现在将中国妈妈贬成一个贬义词，我估计，中国妈妈会伤心得掉眼泪。
然而，老美似乎是理性的。
仔细想想，也不能说他们说的完全没有道理。
在中国家庭教育里，教育的主体常常不明确。
本来，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宝宝。
而出现的情况可能是表面上整个家庭围绕宝宝转，实际整个家庭可能是围绕父母的设想转。
进行肉体惩罚，而试图用这种带有恐吓式的谎言让孩子听话。
很多妈妈说，当孩子晚上不按时上床睡觉或是不好好吃饭时，她们都会告诉孩子这样的后果很严重，
也就是会噩运当头。
一个妈妈说，一次，儿子不好好吃饭，她告诉儿子，他不把饭吃完，他的脸上就会长满大疙瘩。
为什么父母会向孩子撒谎呢？
原因有多种。
有的是为了让孩子听话，如用不存在的事实哄孩子吃饭、睡觉；有的是为了避免孩子受到惊吓，如一
件谋杀案发生，父母可能编出点什么理由让孩子免于过于恐惧。
孩子有时会作出些让父母心烦的事或是对其成长不利的事，为此，父母总是要想出点办法让孩子顺从
，而且要能见效，这样，善意的谎言就发挥了作用。
当父母喜欢用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孩子的一些问题时，对于善意的谎言所产生的长期后果，父母往往
并不在意。
专家认为，不论父母对子女善意的谎言有多少正当性，当这种谎言说出口时还是要三思，切不可忽视
其对培养孩子诚实品格的影响。
父母存在对孩子说谎的现象，那孩子对父母说不说谎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妈妈”启示录>>

先看一个例子。
一位上了大学的华裔女孩，在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突然给老妈打电话，告诉妈妈她有男朋友了，
是个黑人小伙。
老妈听了很不高兴。
没想到女儿后面的话更让老妈吃惊，女儿说她怀孕了。
老妈听了差点没背过气去，下令女儿把孩子打掉。
没过两天女儿又来电话，告诉老妈，她出车祸了，孩子小产了，新买的宝马车撞扁报废了，5万美元
打水漂了。
老妈对车子毁了不心疼，一直追问女儿身体怎么样。
一周后，学期结束，女儿回到家，老妈看着活蹦乱跳的女儿，没觉得她出什么事。
女儿这回老老实实告诉老妈，电话里讲的事都是她编的，因为第一个学期有两门课没及格，怕被老妈
训，所以先弄出点大事来，这样老妈就不会将功课不及格的事当回事了。
这是一个用幽默的手法谈孩子对父母说谎的事。
在一项调查中，美国大学77个学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说的谎，其中只有一名学生说他在一个星期内
没说过谎，而其他的学生基本上每周都有说谎的事情发生。
科学证明，孩子说谎的本事不是长大成人后才有的，很小的时候孩子就有了某种说谎的本能。
小孩子的说谎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外界所做的某种心理测试，并通过外界的反应作出调整。
父母需要关注的是，孩子为什么要说谎。
一些儿童专家认为，父母在教育孩子不要说谎的过程中，往往会高估孩子们了解事物真相的能力。
如果父母让孩子做的事超出了孩子的能力，孩子就有可能以谎话来回敬父母。
如考试考不好了，为了避免父母的斥责，孩子也许会编出一堆理由为自己开脱，而这种现象在大人身
上也会常常出现。
如上班晚了，本来是个人的原因，但很多人会撒个小谎，说路上堵车，没办法。
儿童说谎与成人说谎有很大区别，其实儿童对说谎并不感到自在，有时会很心虚。
儿童说谎有一种是自我导向的说谎，说谎的目的是让自己看起来比真实的自己更好，有时是为了让自
己免于陷入困窘、被惩罚、被嘲笑的境地，有时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业没做好，孩子可能会说，这不是我的错，我的作业让狗给吃了。
还有一种是他人导向的说谎，主要是为了取悦别人，如孩子为了巴结班长，也许会对比自己丑的班长
说，班长，你太帅了，我比你差远了。
孩子的这两种导向的说谎来自同一个刺激力——减轻忧虑、躲避冲突、脱离不愉快和避免伤害某人的
感情。
本质上，当孩子说谎时，他们在调节情绪和心情上会感觉好很多，孩子的这种谎话在英文中称
为whitelies，也就是无恶意的谎言。
我们再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孩子从哪里学来说谎。
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学说谎是孩子们的自我传播，但父母所忽视的是，他们是孩子的真正榜样，孩子
学说谎，父母实际上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父母大多数时候对说谎也有一种歉疚感，但很多时候会觉得对子女说谎无害。
在父母心中，过早地让他们知道死亡、暴力和危险的真相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会不利，所以编个小谎也
就无伤大雅了。
父母如何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呢？
首先应看到人无完人，如果父母要求孩子任何谎都不说，那是不可能的，说谎是人性中的另一面，在
这个世界上，一生中从未说过谎的人可谓绝无仅有。
父母在这里应把握的界限是，设立基本的标准，同时也要意识到人性的不完美。
对于如何让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父母的方法无非是多鼓励、奖励孩子诚实的做法和说法，父母要让
孩子懂得，家长为他们定下的规则是尽最大的努力做正确的事，使孩子们在生活中逐步成为诚实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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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妈妈启示录:美国教育PK中国教育》从家长的角度观察美国教育的最新发展趋势，通过具体的
事例与生动的故事以及作者20年来对美国教育的观察，论述新型的教育理念以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父母在教育子女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中国妈妈启示录:美国教育PK中国教育》内容触及学龄前、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并对美中的教育
模式有所对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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