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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塵封百年的西方家教經典（美國著名教育家、兒童作家 雅各布?阿博特之傳世著作）　　成
才少年源自良好的教養──如何用懷柔手段培養和管教青少年　　在符合兒童心理結構及其特點的原
則下，以柔和手段建立父母的堅定權威，以及促進青少年道德與心理發展的正確途徑。
　　本書是作者唯一一部論述家教在青少年教育方面作用和意義的經典，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西方
被譽為教育界的必讀書，再版無數次，至今仍經久不衰，可見作品的價值所在，書中的案例雖已久遠
，但道理和方法卻並非過時，是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的難覓瑰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孩子是這樣教育的>>

作者简介

　　雅各?阿博特 1803.11.14——1879.10.31 美國兒童作家。
　　阿博特出生在美國緬因州哈羅威爾。
1820年畢業於鮑德溫學院。
1824～1825年在安多弗神學院做研究工作，1824～1825年任該學院輔導教師。
1825～1829任阿莫斯特學院數學和自然哲學教授。
1829年在波士頓創建弗農山女校，1829～1833年間任該校校長。
1834～1835年間任麻塞諸塞州洛克斯百麗地區伊里亞德公理教會牧師。
1843～1851年間，在與其兄弟共同創建的阿博特學院任校長。
1845～1848年間，任紐約市弗農山男校校長。
　　阿博特是一位多產作家，創作範圍廣泛，作品涉及青少年文學、簡史、傳記、大眾普及宗教及少
量的科普讀物。
1839年之後，他一直與其兄弟撒母耳?菲力浦斯?阿博特共同創建和興辦博特學院，直至1879年在緬因州
的法明頓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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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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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何謂懷柔之道　　懷柔之道作為管教孩子的一種手段，並不能替代父母的權威，而是為
父母絕對權威的建立和維繫提供一條最舒適、最有效的途徑。
現在，我們就來探討一下懷柔之道的性質、行為特點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進而區別出這種方法與那些
帶有暴力色彩的管教方法的不同之處。
　　用懷柔之道來管教孩子，就是要在孩子的心裏施加一種堅定的、沉靜的同時又使其振奮的影響；
或是在他們性格形成的過程中施加一種有益、正面的影響，以此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
如果採取與之相反的方法，那麼只能激怒孩子幼小的心靈，使他們遭受不良的心理刺激。
　　暴力方法三種不同的程度區分　　母親對孩子進行管教的時候，經常會自覺不自覺地使用或涉及
暴力，根據形式與程度的不同，這些方式又可以分為三種。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出下面這個例子：　　某天，四歲的路易莎向媽媽要一個蘋果，媽媽問
她是否已經吃了蘋果。
　　“只吃了一個啊。
”路易莎回答說。
　　“這樣的話，媽媽就再給你一個。
”媽媽說。
　　其實，路易莎撒謊了，因為她不光吃了自己的那個蘋果，還吃了姐姐布麗姬特的那個蘋果。
布麗姬特雖然知道路易莎是在撒謊，但她認為自己沒有必要去戳穿這個謊言，所以，她也就沒說什麼
。
但是過了不久，媽媽就知道了事實的真相。
　　如何處理這件事呢？
很多母親可能會採取下面這三種帶有不同性質及特點的暴力手段。
　　第一種帶有暴力性質的管教方法——體罰　　首先，體罰會給孩子造成身體上的創傷。
一些母親很可能會在一氣之下情緒激動，鞭打孩子，或是將孩子綁在床架上，又或是將孩子關在一個
限制其自由、使其感到難受的地方，如一間黑暗孤獨的小屋。
有些母親還會使用其他一些給孩子帶來身體創傷的方法。
　　其次，體罰會給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傷害。
在很多家長的意識裏，“孩子不打不成器”是教子良方。
這些家長認為，體罰能使孩子認識並改正他們的錯誤，並永不再犯。
這種看法無疑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這一類做法無論能否成功，都帶有很大程度的暴力色彩。
體罰會使孩子脆弱的神經受到驚嚇，甚至是在他們的心裏烙下永遠的痛苦與恐怖的印記。
這種過度的刺激可能會導致孩子在很長時期內對父母懷有一種怨恨與憤怒之情。
孩子的大腦在發育的時候會處於一種極為柔弱敏感的狀態，父母的體罰對孩子的心靈無疑是一種無情
的打擊，進而會影響到他的感覺中樞。
可以說，對孩子的心靈來說，體罰的管教手段是一種極具摧殘性的暴力刺激與震盪。
　　這種類型的暴力手段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體罰這種管教手段對腦部產生的極度刺激在幾個小時
以後可能就消失了，而且在身體上也不一定會出現明顯的受傷痕跡。
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家長們反而應該加倍警惕：如果這種劇烈的影響經常重複的話，
就會使孩子身體各部分器官的正常發育受到阻礙。
這也許就是孩子長大以後變得神經錯亂或是身體機能失調的根源所在，而且這些影響為孩子以後的生
活也埋下嚴重的隱患。
不管這種消極影響是否會伴隨孩子的一生，這種糾正錯誤的做法本身就充滿了暴力的味道，理應受到
批評。
　　第二種帶有暴力性質的管教方法——在孩子的心靈中形成一種恐嚇系統　　這是第二種帶有暴力
性質的管教方法。
其主要後果就是在孩子的心靈中留下了痛苦、恐怖的刺激，或者是一種能夠引發其他痛苦和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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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
尤其是一些關於鬼怪、幽靈或其他的恐怖故事，當父母用這些故事嚇唬孩子以後，其影響往往不會像
體罰那樣在短時間內就消失，反而在經過孩子豐富想像力的作用以後，使他們覺得做了錯事以後，就
會激起鬼怪的憤怒，等到晚上，這些鬼怪就會把小孩帶走，並且給予他們嚴厲的報復。
一些家庭傭人在看管孩子的時候，也往往傾向於使用這種方法，因為他們不能對雇主的孩子造成直接
的身體創傷，所以，他們便嘗試使用這種手段來管理孩子。
但是這種方法在許多層面反而會給小孩造成更為嚴重的傷害。
　　保姆與傭人式的管教方式　　很多位於歐洲大陸的國家裏，保姆和傭人往往都傾向於使用這種方
法來管教那些被他們照顧的孩子。
一是由於這些保姆與傭人已經習慣了這種管教模式，二是在歐洲一些國家廣為流傳一種觀點，並且得
到了人們的接受和認可。
這種觀點認為，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父母通過說假話的方式能夠使小孩變得誠實，而且效果極為明顯
。
在這些人看來，這是一件積極、有益的事情，所以，為了使孩子趨善避惡，他們便用一種貌似流暢而
且誠懇的語氣、沉靜而且堅定的回答來告訴孩子：世界上存在著巨獸與妖怪，它們會帶走那些不聽話
的孩子。
孩子們出於本能，會對父母的話深信不疑。
但是，這些話往往存在著很多漏洞，父母對此又不能自圓其說，所以當孩子對父母的話產生懷疑、使
其處於下風時，他們就會用“下不為例”等言辭來搪塞。
而且在父母與孩子講話時，往往缺少那種肯定、自信的語氣，這就使孩子難以信服他們的話，做父母
的也會因此而感到內疚和尷尬。
在言談中，父母的這種尷尬之情會在不經意間顯露出來，這時，孩子就難以完全相信父母。
在孩子的認識裏，雖然他們怎麼也不會相信自己的父母竟然用虛假的東西來欺騙自己，但他們還是會
情不自禁地產生懷疑。
　　妖怪先生與女士　　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即便是這個國家最有教養、最有文化的階級，當在管教
子女時如果需要背離道德，他們也絲毫不會感到尷尬。
尤其是在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這種情況最為突出。
在某些場合，有人往往會為了獲得一個積極的結果而說假話，這種做法在這些國家極為盛行。
例如，在法國的孩子心中，有兩隻名為克羅克米泰納先生與克羅克米泰納女士 的熊精，他們像火爐旁
的聖誕老人一樣令人熟悉，但實際上它們卻是令人感到恐怖的魔獸。
傳說它們會在晚上從屋頂或是煙囪爬下來，將那些不聽話的孩子帶走；它們只要將孩子的小手放在耳
邊，手指就會洩露出這些孩子曾在什麼地方做過什麼壞事。
孩子從心理上認為父母講得這個故事是真的，即使孩子認為這個故事很荒謬，他也不會將心中的恐懼
完全克服。
　　黑衣人與員警　　實際上，很多父母並不想用克羅克米泰納先生與女士這類妖魔鬼怪的故事來嚇
唬自己的小孩。
但為了維護自己在孩子面前搖搖欲墜的權威，他們退而求其次，用一些所謂的“黑衣人”或是“員警
”來嚇唬小孩。
這些家長也許認為，所謂的鬼怪故事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傳說而已，但員警與監卻是真實存在的。
因此，許多母親會這樣嚇唬孩子：如果你不乖乖聽話，員警就會把你抓進監獄。
　　這種方法所帶來的創傷　　以上所說的這些方法，都是家長們針對孩子的弱點，利用他們想像出
來的恐怖事物自己嚇唬自己。
雖然不會對孩子的身體造成直接傷害，但是，這樣做卻會對孩子大腦的敏感組織產生過度的刺激，而
且這種恐怖、刺激的印象在某個時刻會莫名、突然地產生，尤其是在黑暗或是孤寂一人的時候，這在
醫學上被稱為“暫時性精神錯亂”。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對神經系統產生極度的刺激，有時甚至能夠造成真正的精神錯亂。
儘管這種“暫時性精神錯亂”在很多時候會消失，但對很多孩子來說，還是會在他們的心裏烙下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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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磨滅的印記。
　　第三種帶有暴力性質的管教方法——嚴厲的斥責與威嚇　　從使用頻率來看，第三種處理方式更
為常見。
它的處理特點雖然要比前兩種方式更為溫和，但從它的操作方式及影響來看，仍然可以將它歸為帶有
暴力性質的範疇。
這種方法主要是對孩子進行嚴厲的指責和責駡，從而使他們對自己所犯的過錯產生強烈的愧疚感，父
母希望這樣做以後，孩子會對犯錯誤產生一種可怕的預期，從而達到喚醒孩子心靈警覺及憂慮的目的
。
以上的種種措施，對父母而言，都是想讓孩子能夠悔改自己的錯誤。
這種手段，如果單純考慮是否對孩子的身心造成創傷，那麼它確實算不上暴力。
但在某些時候，它所帶來的禍患卻是災難性的。
家長們必須瞭解一點，孩子敏感的神經系統及心理情感很容易受到刺激與攪動。
如果母親用這種方法“成功”地給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女孩，會對她脆弱而敏感的神經系
統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這種影響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並且經常會顯現出來。
她可能會在某個深夜突然醒來，內心充滿焦慮和恐懼，然後跑到媽媽床前，在她的懷裏尋求慰藉。
　　任何一個有良知的母親都會時刻為孩子的幸福著想，她們也許會說，寧願讓孩子忍受一時的痛苦
，也不想讓孩子沉淪于罪惡中。
但是，如果母親們不用這些可怕的方法，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那豈不是更好嗎？
　　懷柔之策的運用　　如果一個孩子缺乏自律的能力，那麼父母就需要採取懷柔之策對其進行管教
，這種方法有很多種形式。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清楚地告訴家長們懷柔之策的性質、操作方式，以及操作過程中父母應該用怎樣的
精神及心理狀態來面對。
這種策略的獨特之處，就在與家長與孩子之間是以一種溝通的姿態來進行的。
我們將再次以上面的故事為例對此進行說明：有一個叫路易莎的女孩，因為一個蘋果而向母親撒謊。
上文已經詳細地描述了這個故事，在此不做贅述。
　　選擇適合的時機　　儘管路易莎在回答母親的問題時，母親也曾經對她的回答產生過懷疑，但她
還是放棄了懷疑，面帶著微笑又給了路易莎一個蘋果。
當母親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後，也並沒有說什麼。
這一天就像平時一樣，就要平淡無奇地過去了。
不過到了晚上，當路易莎上床睡覺時，母親幫她換了睡衣，又和她一起玩耍了一會，並且一直用愉悅
的口吻和她交談。
母親採取的這些舉動使路易莎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種歡樂祥和的狀態，這種狀態能夠幫助母女倆建立
一種親密、和諧的感情。
當路易莎做完了禱告，馬上就要入睡的時候，母親便坐在她的床頭，用手輕撫著路易莎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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