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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先说说作者的心里话 

1．教育理念应当具有普适性 

青少年教育在人类教育理论发展史中，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过

程，形成了众多的理论观点和实战经验。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新的教育形势变化发展和教育现象不断涌现，原有的理论观点和实

战经验也需要补充完善，推陈出新，一句话就是要与时俱进。 
同时，对于已经过时的教育思想，应当重新审视，需要扬弃的

必须扬弃，因此才有弃旧尝新之说。我的建议是，教育理论工作者

在建立和丰富教育理论的同时，应当重视陈旧思想和观点的批驳与

清除工作。因为社会上青少年及家长不是教育的“圈内人”，没有教

育文化的坚实功底，难于分辨教育理念的良莠。 
从现代社会实践中抽象、总结出来的新观点、新经验，也需要

再回到操作过程继续检验和完善。换句话说，教育的新观点和新经

验必须具备普适性，每个青少年、每个长辈或者每个家庭都可以适

用。只有这样的教育理念才是“真金白银”。 
笔者非常希望读者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核实和检验本书教育理

念的真伪，以及是否具有普适性。 

2．撰写青少年“成长篇”的缘由？ 

尽管网上购书方式时髦、快捷，笔者上街还是最爱逛书店，这

是一辈子形成的习惯。 
曾经去都江堰市新华文轩书店购书，一位女店员得知我在大学

工作，很恳切的介绍起她读大学三年级女儿的情况：孩子一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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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努力，英语考过了六级，还入了党…。而她和从事一般工作的

丈夫文化不高，收入也不多，因此对孩子未来充满了祈盼。盼望女

儿将来有出息，他们也老有所依了。猜出了店员母亲的心思，希望

我这个读书人能够“指点迷津”，就主动对针对孩子的情况，提出了

考研和争取应聘世界 500 强企业等建议。她很感激，热情邀请我找

个时间喝喝茶，当面再给女儿谈谈。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不做父母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位妈妈心情的。 
这件事再次促动了我“那桩未了的心事”—为青少年，以及他

们的父母，也包括上辈人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写本教育的书。 
2011 年底，在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新安了家，同事和朋友来访，

很吃惊我书房的藏书量和布置；一些人提出要带儿女来参观，让他

们体验体验。我何尝不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呢？希望用正确的方法

培育下一代，盼着子女多学知识、走正路。 
回顾自己几十年走过的生活历程，不少亲戚、同事和朋友了解

我微薄的初中二年文化基础，却又看到了一个勤学不怠的人物。在

技术职称方面，直至获得教授和教授级高工两个正高职职称。在学

位方面，先完成了教育系统工程硕士班的攻读；后又继续学习，又

获得了系统管理工程硕士学位。在亲戚朋友好心相劝“什么都够了，

该享受享受了”的情况下，再次执着爬坡，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继续攻读斩获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还有我的女儿读书并不很出众，可一年年不知不觉也读到博士

生二年级了。他们诧异之余，更多的是想知道我究竟用何种方法；

把一名中等生，培养成国家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呢？培养孩子从小到

大，用学术点儿的话来说，是个挺复杂的“系统工程”，哪是三言两

语就能说完的？每每别人询问的时候，本人都是谈厌了的话题继续

聊，累心得很，但对方却“刨根问底，兴趣盎然”。 
真希望写本书，给大家做青少年教育的参考。但仅仅是参考，

因为社会上的育儿经琳琅满目、各有其说，实在是不少了；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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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写，只能让读者自己鉴别和比较了。 
我本人进入职场几十年，已经在多种期刊、专业会议上发表 40

多篇学术论文，自觉到了该著书立说的时候。现在利用工作之余完

成了 1 本经济学专著，3 本教育学书籍，其中 1 本已经出版，这就是

我关注育儿经的原因。 

3．我们的孩子是个中等生 

我和夫人都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下乡知青，阿亮准确地说是我

们的“第三个”孩子。因为她妈妈从乡下回到城市怀第一个孩子的

时候，正在学校上学。为了不影响学习就忍痛打了胎，医生事后说

是个男孩，夫人为此哭了不少回。后来想要孩子的时候又怀了第二

胎，偏巧工作单位义务劳动搬运白菜，亮妈是个要强的人也同大家

一样劳动，一用劲孩子流产了。 
许多明白人都说，要是第三胎保不住，就会形成“习惯性流产”，

一辈子别想再要小孩了。当时搞得我们俩人非常紧张，全力保胎生

怕再流，那细节就不说了。每天夫人都神经兮兮的，眼前有只猫跑

过都吓得不轻。 
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好不容易保胎到阿亮待产，出生时她

又难产了。剖腹产时医生好不容易把阿亮从妈妈的肚子里拽了出来，

孩子出现了生命微弱迹象，于是医生赶快把她送到急救室抢救。夫

人恍惚之中，隐约听到俩个护士讲悄悄话，说是阿亮在用钳子夹拽

过程中伤到头部了，将来就是孩子活过来，智力要受影响。阿亮妈

看着孩子在抢救，又听护士这样说，而我又远在北方城市准备考研

不在身边；可以想象她的情绪与难心，时常以泪洗面…。 
还好孩子终于抢救过来了，虽然我和阿亮妈都不提智力可能受

损一事，怕强烈刺激对方；同时也期盼这种事最好不要发生。 
我们阿亮后来学习中等，偶尔达到中等偏上水平；虽然我们夫

妇表面不说，可都在怀疑她智力不行，是难产时“那把钳子”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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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写，只能让读者自己鉴别和比较了。 
我本人进入职场几十年，已经在多种期刊、专业会议上发表 40

多篇学术论文，自觉到了该著书立说的时候。现在利用工作之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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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都吓得不轻。 
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好不容易保胎到阿亮待产，出生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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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恍惚之中，隐约听到俩个护士讲悄悄话，说是阿亮在用钳子夹拽

过程中伤到头部了，将来就是孩子活过来，智力要受影响。阿亮妈

看着孩子在抢救，又听护士这样说，而我又远在北方城市准备考研

不在身边；可以想象她的情绪与难心，时常以泪洗面…。 
还好孩子终于抢救过来了，虽然我和阿亮妈都不提智力可能受

损一事，怕强烈刺激对方；同时也期盼这种事最好不要发生。 
我们阿亮后来学习中等，偶尔达到中等偏上水平；虽然我们夫

妇表面不说，可都在怀疑她智力不行，是难产时“那把钳子”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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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 
直到今天，我和阿亮妈也没有搞明白，阿亮的中等生情况是父

母先天遗传还是医院后天造孽？ 
一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明白人说，越是生在前边的儿女

越聪明，因为父母的好精血都让他们用了；而后面出生的孩子所得

到的精血就差很多，所以智力就上不去。“这一理论”也间接解释了

阿亮位于中等生序列的原因吗？不得而知。 

4．城市中普通市民的一家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祖籍是吉林省九台县。1968 年，

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就读初中二年，在全国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大环境下，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农建大队（后为黑龙江九

三农场管理局局直属单位）下乡 6 年。1974 年通过知识青年和农场

老职工民主投票胜出，有幸到沈阳东北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北大学）

上学，那时我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这是级别最低的教师，相当于工厂的学徒

工。阿亮妈在沈阳东北制药总厂做检验工人，级别也是很低的。我

俩的工资都很微薄，记得我是拿人民币 40 多元钱，阿亮妈才 30 元

多点。说来不怕大家笑话，那时我们省吃俭用，经常是一个月的工

资三周就用完了，第四周没钱买东西，只能是家里有啥吃啥；经常

吃一周的白菜、土豆，应付到下月开资。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想象不

出竟有这等事？ 
这还不算，当时最怕的是在第四周有客上门。因为在外人看，

家住东三省大都市沈阳，我又在大学当老师，外表那是相当的光鲜。

大学读书时，笔者先当班长后任班级党支部副书记，人缘很好。加

之生性柔和很少攻击性，亲戚、朋友和同学都喜欢与我接触。因此

大家每到沈阳总愿意找我聊聊，实际上这可苦了家庭。咱这人好面

子，一接到有人来访的电话，没钱也要想方设法找人借点钱，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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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客人吃顿饭吧！能借到 10 元、8 元的，才松了口气。下月开资时

赶快归还，因为以后还要借呢！还了钱，这个月的日子就更苦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就是在这样经济条件下，我和夫人又都是大龄青年结婚，不要

孩子不行了。在 2 胎没保住的情况下，有了阿亮；孩子总算有了，

又多了一口人，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 
数不清多少次受人表扬，年轻时不抽烟不喝酒真是好男人，岂

不知哪有余钱喝酒吸烟呢？没钱吸烟喝酒，可还要挤出钱来买书。

在生产建设兵团下乡时，我就决心找机会去读书，后来梦想成真。

东北大学大学留校后，我千方百计买书看；夫人心痛钱，经常叨叨，

甚至很生气，咱就装聋作哑不理睬。确实我买书不吝惜钱，给本来

就很紧吧的日子“雪上加霜”。 
有人可能会出主意，大学不是有很好的图书馆，借书不行吗？

干嘛非要买书！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但我这个人对书有超出常人的嗜好，一见好书就迈不动步了，

不论多贵也要买下，就像有人爱好古玩一样爱好书籍。 
因此，依照当时家庭的经济情况，俺们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小市民。阿亮也是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出生、长大的，虽然后来我在

职场上职务有升迁，可一直是个“打工者”。以后工资的增长被孩子

上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费用逐渐加大所抵消。我们家可以说

当之无愧是“普通市民阶层”，多年来只攒下了一个女儿。 

5．回忆自己爸妈的教育态度 

听姑姑说，我父亲的祖辈在吉林九台县是中医世家，后搬到黑

龙江省克山县古北乡，开垦荒地赚了点钱。爷爷早逝，奶奶愁苦抽

上了大烟土，家败落了。因为没钱，父亲只上了四年小学，15 岁参

加了八路军，从医务兵做起，逐渐当上了外科医生。解放后转业到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多个医院当过院长，虽然主要精力是搞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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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管理；但一直坚持为病人做手术，直到退休也没有放弃专业技能。 
我母亲家是雇农，没有土地，靠租地主的田地过活。妈妈 13 岁

时，姥姥患“克山病”去世。姥爷后来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16
岁的妈妈领着两个弟弟过活，没吃的经常出去讨饭。有一天，八路

军来了，我妈一狠心把两个弟弟托付给亲戚，参了军。在部队上认

识了我爸，后来两个人一起转业到齐齐哈尔，妈妈是在齐市第一医

院做护士长，后来担任了多个中层医疗管理职务。 
那个年代乡下生活很困难，爸爸把爷爷和两个姑姑接来，妈妈

把姥爷和两个舅舅接来，大家一起生活。这个大家庭光成年人就有

八口，加上我们一个接一个出生的四个孩子，共十二口人。那时共

产党人刚夺取了政权，工资发的是购物券，不是现在的钞票。国家

政权底子很薄，每月爸妈两个人的购物券很少，十几口人用来消费；

经常是不到半个月，购物券就用完了。没办法去“小铺”（杂货店）

赊账，主要是赊吃的和穿的，一家人生活清苦的无法形容。 
记得上中学了，妈妈给我们四个孩子“忆苦思甜”的时候说，

在“小铺”赊的账，延续了几年才还完。她还总是不忘的补充一句：

“小铺老板真是个好人哪，可怜我们家人口多，很少追债。”如果说

我爸只上了四年小学文化低，我妈更低只是小学二年水平。他们都

是部队文化补习班毕业的，文化基础可想而知；但在那个年代也算

是“识文断字”的人了。 
1949 年全国解放后，那时候的父母，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

都全身心跟党干革命。为了稳定政权，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政治运动

接连不断，三反五反、打老虎、大跃进、反右斗争、四清运动和文

化大革命等等。我记得父母经常很晚才回家，回来后还要写思想汇

报、写决心书、写大字报之类的材料；无暇顾及我们四个孩子的学

习。 
再者，据我现在分析，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文化基础决定了，

根本就没有管孩子们学习的意识。平时最多说说“要好好学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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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写好了吗？”之类的话。至于学没学、作业写没写从不检查。

还好，每学期结束时父母总要看看成绩单。因为我们几个孩子每科

至少都 80 多分，从没有不及格现象；爸妈总是说不错，这就“过关

了”。 
阿亮妈的父亲家是个大家庭，岳父是老大，从小上过些学，有

点小文化，做过买卖家的账房先生。解放后在工厂先做会计，后来

又从事保卫工作，当过保卫科长。岳母家较有钱，岳母从小到出嫁

前过得很舒服。出嫁后到大家庭当媳妇开始受累，又生了六个孩子，

其中两个男孩得病夭折了；老公工资不多，实在困难时，一个女人

出去做油漆工，真是不容易。后来因油漆伤身得了哮喘病，不得已

辞工回家做家庭主妇。我岳父一人赚钱养活六口人，还要贴补他年

迈老母的生活费用，当时的生活也是相当艰难。偶尔买点肉，都要

挑最便宜的“猪脖子”买。那时全仗岳母特别会过家，四个孩子的

穿戴尽量自己手工制作，才勉强供孩子们上学。吃饭时岳母先可孩

子和老公吃，大家剩多少她就吃多少。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岳母的

身体骨瘦如柴，六十来岁就过世了。因此，岳父艰难养家糊口，岳

母拖着带病的身体伺候孩子们上学。孩子们能吃上饭、有学上就算

万幸；根本没有精力过问子女的学习，全凭孩子们的自觉性了。 
在我自己家这边，六年的知青生活之后，本人到大学学习，再

后来又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我父母的文化水平根本达不到那儿，

全凭我来自己决定学多少。 
现在要是归纳一下我们父辈的子女教育方式，只能称作“无为

而治”了，要是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解释，就是吃苦受累供孩子读书，

至于怎么学根本没管。 

6．儿女身上可以看到父母的痕迹 

如前所述，我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初二就下乡了，基础文化很低。

自觉底子薄，所以喜欢买书读书；内心深处是要对个人的教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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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写好了吗？”之类的话。至于学没学、作业写没写从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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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点儿补偿吧！下乡返城在东北大学工作后，共享受过 5 次分配住

房。第一次分房，是三户青年教师家庭共用三室一厨一卫的房型。

我家分到了一室，三家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和阿亮妈就

在自己房间的角落放了桌子，用来读书和吃饭。 
自从第二次分到一室一厨的房型时，在四平米多的厨房中放台

缝纫机，我当作书桌来读书。那时女儿阿亮还很小，跑到厨房看着

我拿本书在读，就问：“爸爸！爸爸！你干啥呢！”我说：“爸学习呢！”

“爸爸！啥叫学习啊！”当时我很无语，对这么点儿大的孩子真是解

释不清啥叫学习。 
尽管女儿在以后很长时间里，也没弄明白学习的概念；但她会

看到爸爸在家的时候，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当别的小朋友来我家

玩耍，说笑声音一大，阿亮马上会制止，“别吵，别吵，我爸爸学习

呢！”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女儿那时没搞懂学习的含义，但爸爸总是

在读书的情景，给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读书这件事很重要，不能打扰，从小就铭刻在孩子的心里。再

后来只要住房有些改善，我就会单独布置书房。孩子从不乱翻我书

房任何一件物品，甚至一张纸都没碰。至今我还搞不明白，没人教

过她啊！阿亮怎么会懂得的？  
从我们的父辈开始，我和阿亮妈两个家庭虽然不富裕，可都有

热情待客的习惯。这深刻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时至今日我和

阿亮妈都是把最好的食品保留，以备客人上门。阿亮小时候家里来

客人，也懂得把好的、大的食物拿给客人吃，以至于我大学同学非

常喜欢她。曾表示让阿亮到他所在城市上大学，并出学费。现在我

们女儿长大了，朋友们一致评价她为人大方不小气，尽管大方的有

些浪费。 
我们认为家庭风气是影响孩子的，一些人说自己的孩子生来就

抠门，我不大相信，还是先从爸妈身上找找原因吧！ 
我女儿并不完美，也有自己的弱点，比方说有些虚荣、好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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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原因仍能找到父母的根源。由于阿亮妈是上海大城市工人家庭

出身，家境不好从小自尊心受挫。阿亮出生后尽管我们生活紧张，

阿亮妈一有机会就给女儿添置漂亮衣服。在夏天，经常一天给孩子

换两套衣服穿，上午一套，下午一套。问她为什么这样？阿亮妈说，

咱不能让幼儿园老师瞧不起。我当时就断言：“你这样做会养成女儿

爱虚荣的习惯，将来会后悔的。”现在阿亮的缺点完全可以追溯出家

长的行为根源。 
因此我说，见样学样，孩子身上总能看到父母的痕迹。父母的

率先垂范、为子师表非常重要。当夫妻有了孩子的时候，就要注意

了；你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在为孩子所模仿，千万不要做一个坏典范。

尽管孩子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他们不会说，但会用眼睛看。后来

孩子有些不好的毛病，其实不是天生的，是受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

母的影响。 
我们曾经处过一家邻居，那些年生活困难，他家买来带鱼要分

类，宽的、大的自家留着吃，窄的、小的用来招待客人。这家孩子

很小时候就表现得很自私，他妈妈常常自我解嘲的说:“这孩子生来

就抠，咋这样呢！”我在旁边笑笑，无言以对。 
日本教育专家福泽谕吉曾说过：“一个人从出生至成人，要靠父

母言行的熏染、学校教师的引导、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世俗风气的感

染而发展、成长。所以其能否成人完全靠家庭、社会多方面培养教

育的好坏来决定。其中，幼小时期耳濡目染所养成的习惯影响最深，

不易矫正。所以说习惯是第二天性。幼时养成的气质、性格终生难

改。人的贤与不肖完全取决于父母和家庭的教育。家庭教育实应慎

重从事！” 
我们与实际情况比较一下，教育专家的观点表达得多么确切啊！ 

7．家长和子女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据我看，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有如下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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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工作忙等原因，父母对子女疏于教育，甚至根本就不

管，把父母的教育责任归结到幼儿园或者学校。 
（2）具有教育的愿望，但存在文化基础等主观或者客观原因；

没能力管。 
（3）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兼顾子女教育；家长发展和孩子

发展两不误。 
（4）放弃父母的发展，以教育或照顾孩子为自己的职业。 
第一种肯定是不正确的，幼儿园和学校教育有其特定的责任与

范围；不包括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种是相当一部分父母所面临的现实。但是可以经过借用“外

脑”，即通过聘请学习教师，说白了其实是寻找“人生导师”的途径

来解决。 
第四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独创，为孩子“完全牺牲自己”。并且

确实，我国有些特殊行当的精英就是如此“打造出来的”；众所周知，

在文艺界、体育界一些耳熟能详的名人走的是这条路。这些精英的

父母，把全家的喜怒哀乐甚至未来，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此种

培养方式我不敢尝试，风险实在是太大。要是子女理想没能实现，

则家庭的未来也全都丧失。有没有点像买彩票我不好说，中彩的人

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但得承认，中彩的吸引力实在是太诱人了，

穷人一夜就改变命运成为富翁。 
我比较看好第三种做法，在父母做好自己事业的同时，还要尽

到父母的责任—对孩子进行必要的家庭教育。笔者是个不信来世，

只信今生的人，不论你是为人父母还是为人子女，大自然所给予的

生命只有一次，宝贵的生命是属于各自的。不可以也不应当相互替

代，要各自珍惜生命的这一次，尽情品味，活出自己的精彩来。 
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每个成年男女也应当，为把自己由儿童培

养成成人的社会，给予回馈和做出贡献。全职教育子女不应代替这

种回馈和贡献。有人会说子女的贡献也是父母的贡献；可能不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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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算间接贡献吧！孩子的荣誉属于孩子自己，他们是社会的独立

成员。 
同样道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与孩子照样不能相互替代，这

里替代的含义是，老人把照看孩子作为唯一营生。上辈人可以照顾

隔辈人，但要有时有度。否则到最后，隔辈人没管好，老人还弄得

身心疲惫。为了小孩子的养育，父母和他们的儿女双方都很受伤，

这也是被不少家庭情况所证明了的结果。 
在孩子上小学之前，最好不要全都委托给父辈人照管；因为老

人思维与小孩子的思维相差太多。在子女可以上幼儿园的时候，要

尽可能送孩子去。和同龄孩子结伴，思维相近可以相互启发，又有

幼儿教师教育，要比父辈人带好得多。学龄前孩子学习外界事物的

方式，主要是模仿身边大人的言行；小小年纪一腔老人话、一副老

人动作是挺闹心的一件事。 
当然如果父辈是老教师或者育儿专家，那就另当别论了。 
再说了，作儿女的也应当体谅老人。父母含辛茹苦累了一辈子，

本该歇歇气，享点清福了。又要求他们“重新上岗”，顶替儿女承担

养育下一代的重任，真是难为那些老人家了。 
做父母的既然让后代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必须尽到养育的责任，

自己的梦自己圆。应当支持父辈人充分享受夕阳好时光，活出人生

最后的乐趣。 
话又说回来，如果子女短时间有困难，请父母临时照看一下小

孩，这也无可厚非。但长时间把自己应尽的父母责任强加给老爸老

妈，无论怎么说都不合适。 
有些做小辈的，可能收入不多，让父母带孩子会节省。我不认

为这是个好主意，父辈很累，孩子也不一定教育得好。为一点钱省

得代价太大，终有一天会发现得不偿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带

孩子毕竟是亲生父母的光荣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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