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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一段治疗情    一本父母书

这是一本写给父母的书。

在大大小小书店的架上，不乏这类关于如何教育孩子、怎样

做一个合格的父母的书籍。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达、社会的发

展、儿童心理问题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人父母不仅

仅是一个家庭角色的问题了，不是谁都可以不经过学习，顺理成

章地成为父母，而是应该当作一种特定的职业去规范，进行严格

培训、正规学习，甚至颁发上岗证书后，方可取得养育子女的资

格。现在这样说，似乎还是个笑话，可是如果真的哪天有了这样

的“合格父母”培训机构，那么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当作教材使

用的。

起初看到《父母不知道的教育》这个题目，觉得这么年轻

的一个小伙子，恐怕并没有多少养育孩子、教育孩子的经历，能

写出怎样的文章呢？该不会只是东拼西凑、泛泛而谈、毫无特色

吧？可是翻开自序，看到作者“接触了上千名存在问题行为的青

少年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个数字和数字背后反映出的经验

令人不敢小觑。紧接着，一系列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的提法层

出不穷地映入眼帘，“爸爸胎教观”“关系>教育”“教育好奇

心”“放手的爱”……令人耳目一新。流畅的文字透着深厚的心

理学功底、大量的工作实践经验以及对青春期孩子家庭深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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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关切的情怀。我不禁惊讶于作者能于如此年纪就写出这样一

本全面、深刻剖析青春期问题，并给出完整解决方案的作品来。

他完美地将发展心理学、认知行为学、精神分析中的原生家

庭、代际传递等基本知识糅合在各个章节中，用心理学的视角重

新审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青春期教育问题，引导人们建立新的认

知，从学习孩子心理发育特点、理解孩子成长需求、看清父母教

育方式的深层原因等方面找到问题行为的根源，给出切实可行的

教育方法。全文贴合实际、重点突出、观点鲜明、分析精辟、层

层深入、入木三分、论证充分、自成一体，让读者能够不断回顾

和反省自身在教育子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方式方法，

提高教育水平。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本写给父母的书，也是一本可以帮助各

行各业的青少年心理工作者提高工作能力的书。

张天布

2017年1月10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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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爱痛难舍的家庭

“剪不断”，家庭，是人一辈子魂牵梦绕的主题。从来到这

个世界，在家庭的环绕下长大，到离开家庭开始独立的那一刻，

也是朝向建立新的家庭而努力的开始。直至建立新的家庭，一只

脚站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与父母保持着牵连，一只脚站在自己

的新生家庭——照顾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无论是原生家庭，还

是新生家庭，人一辈子最重要的牵绊可以说就是“家庭”。

“理还乱”，家庭可以是港湾，是我们无论在外面遇到怎

样的风雨，都可以依靠，可以休憩，给我们温暖、爱和力量的地

方；家庭也可以是礁石的棱角，割裂着我们的身心，带给我们深

入骨髓的伤害，影响我们一生！

“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家庭的感情，千万

人就有着千万种爱恨别离等情感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感情。毕竟它

伴随我们走过一生，我们有太多的情感沉积在里面，发酵出一杯

味道独特的酒！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延续一生的，如何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都不为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的种

子，在不同土壤、气候等环境下，生长的结果却会大为不同。家

庭教育的不同，也会使人在性格、成就、婚姻家庭等方面出现天

壤之别。一旦家庭教育带给人的是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将会

在成年之后仍然造成种种阻碍，而想要从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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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来，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本书作者学习心理学十余年，是一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心理

咨询师，他在实践中思考如何通过家庭教育塑造、培养孩子的健

康心理，用朴素的语言讲述心理学在教育中的运用，深入浅出地

向父母传达，让这些内容在家庭教育中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心理健康相

关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健康的心理不仅对个人生活造成极大

困扰，对社会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甚至是危害。本书围绕个体

自孕育至成年的全过程，对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阐述，十分

有助于父母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家庭教育，从而促进孩子的整体

健康发展。

“校园欺凌”、沉迷网络，甚至是违法犯纪、自杀等事件，

这些在花季少年中出现的情况是整个社会都应该重视的问题！青

春期教育对很多父母来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作者根据自己

的工作经验，在本书中对父母提出了很多十分有益于青春期教育

的参考和建议。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成

长阶段，防范问题的出现远比处理问题更重要。本书中介绍了如

何做好青春期前的心理教育，希望能够帮助父母降低孩子进入青

春期后出现问题的风险。

本书中介绍的诸如“爸爸胎教观”“引流教育”“教育好

奇心”等观点，是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提出的，在帮助很多家

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思考和提炼非常独特而

有价值。相信本书能够给身为父母或即将成为父母的读者带来益

处，也祝愿作者能够精益求精，在实践和学习中不断丰富自己，

为家庭教育这一永恒的事业奉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高文斌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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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父母不知道的教育

——写给各位父母及准父母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同时又是一名青少年教育工作者，

工作中接触了大量被称为“问题学生”的青少年。在多年的工作

中，我接触了上千名存在问题行为的青少年以及他们背后的家

庭。这个过程带给我很多感触和反思。我见过太多父母对孩子不

放弃、无怨无悔地付出，而孩子回应的是无动于衷的不悔改。

我接触过母亲跪在大街上求孩子回家，孩子仍然甩开母亲，

和朋友去玩；接触过辍学在家，对父母拳打脚踢、威胁砸别人家

的汽车，只为要钱上网的孩子；接触过12岁的小女孩，发育比较

早熟，将近1.7米的身高，外形看起来像成人，不上学，在酒吧

做陪酒女；接触过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性乱交，染上性病仍不懂

得自怜自爱，甚至有些女孩子结交不良朋友，出去玩时被所谓的

“朋友”强奸，仍然不听父母劝阻，要和不良朋友玩在一起……

或许由于自己的青少年教育工作者的身份，网上关于青少年的新

闻很容易吸引我的注意！这些年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十几岁的

孩子因为小事发生口角，然后上升为动手，其中有人动刀，变成

杀人性质，哪怕孩子未成年，不用判死刑，但不论对死去的孩

子，还是对杀人的孩子，都是一辈子就完了，更别提这些孩子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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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家庭，含辛茹苦十几年把孩子养大，只剩下伤心；一群女孩

子围殴一个女孩子，还逼迫她拍裸照；甚至还有高年级的孩子接

受成年人给的钱，逼迫低年级的女孩给成年人提供性服务，如果

不同意，就施以殴打……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看到这样的新

闻，只是感慨于现在的青少年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变得这么无

法无天了！但在工作中，我却真实地接触着这类孩子，深入地了

解着这些孩子！对我来说，对待这样的新闻，对待类似新闻中的

这些孩子，无法再简单地抱着指责的态度，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

才能帮到这些孩子，帮助他们重回正轨？如何帮助父母提高对青

春期孩子的教育水平，避免自己的孩子出现严重的问题行为？

是父母的问题造成孩子的问题吗？对于孩子的问题，通常大家

会从家庭不和睦、离异家庭、留守儿童、不当的教育方式、隔代教

育不一致等方面寻找原因。从事这份教育工作之前，我也倾向于认

为孩子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是父母的问题。可接触了很多存在问题行

为的青少年之后，我发现不能简单地把孩子的问题归因于父母。不

少家庭中，父母关系和睦，孩子从小与父母一起生活，父母采取的

也是民主的教养方式，可孩子仍然出现问题行为。

是孩子自己的问题吗？是现在的孩子太过自私、任性、为所

欲为？如果你深入接触过这些孩子，一定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于青少年问题，校园欺凌是造成孩子出现问题的一个被忽视但

非常重要的原因，但这点不是单靠父母教育能够改变的，父母可

以对这方面给予更多关注，因为很多孩子遭受校园欺凌后并不会

对父母说，他们认为说了也没用。确实，校园欺凌单靠父母或老

师是很难解决的，很多孩子遇到校园欺凌的情况，告诉老师或家

长，把对方父母请来学校，批评一顿，孩子当面会道歉，背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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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是叫上一群不良朋友对孩子再一次围堵、殴打、警告，不

许再告诉老师、家长。孩子发现告诉老师、家长也没用，只会招

来报复，也许只有加入他们，或者加入另一伙儿不学习的不良少

年群体，把自己也变成这类人才能保护自己，从而开始出现越来

越多的问题行为！父母需要提防校园欺凌对孩子可能产生的不良

影响！当然，还有一些青少年，很难说是哪个主要原因导致他们

出现问题，因为青春期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这也对青

少年的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书主要针对青春期教育。青春期教育是让父母非常头疼的

问题，青少年之所以难以教育，不仅仅在于青春期本身是一个特

殊的成长阶段，还在于很多父母未曾注意的、在青春期之前的家

庭环境，给孩子青春期问题的爆发埋下的隐患。青少年问题行为

改变的难度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努力都非常大。相比改变已经出

现问题行为的青少年，父母及早注意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等方面

对孩子的影响，防患于未然要容易得多。因此，我会在本书中用

较大篇幅描述青春期前父母如何培养孩子。所以，这是一本适合

所有孩子在18岁以前的父母阅读的教育书籍。

作为一名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我在本书中介绍

的教育与传统教育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以培养一个人格成熟、心

理健康、能够生活快乐的人为目标，告诉父母如何开展教育！这

是很多教育所忽视的！我们的教育太过强调追求成功，这种功利

性教育给人的心理健康留下了很多隐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

人觉得不快乐！有些人没钱不快乐，认为自己有钱了就会快乐；

有钱的人也不快乐，觉得身边的人都只是为他的钱，担心有一天

自己拥有的都会失去。生活快乐离不开物质保障，实际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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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证明，真正觉得快乐的人多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我们需要

物质基础来保障我们想要的生活，但别忘了我们的出发点，不要

让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钱是工具，在钱之外，磨炼我们的人

格，才能真正让我们生活快乐幸福！如果不注重从小培养孩子良

好的性格，为成年后成熟的人格打下基础，童年经历会对孩子成

年后的快乐生活制造重重阻碍，需要孩子成年后花费很大精力来

修复这些消极影响！对孩子的教育，一方面要培养孩子的能力，

为孩子将来的经济保障打基础；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

心理素质，为孩子的心理健康打好基础，促进成熟人格的培养。

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教育出生活快乐幸福的孩子！

我工作的一部分是每周都会与孩子父母沟通，这让我深切地

感受到父母对于孩子问题的急切和无助。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和

经验的丰富，我愈发能理解父母的处境。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绝大多数父母都在努力地面对生活，面对生

活呈现给自己的问题，同时努力想要给孩子更好的生活。面对父

母的这些努力时，很难再去苛求父母对于孩子教育方式的不足。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分享我的教育经验，让更多的

父母能够轻轻松松地把孩子教育好。我无法在本书中穷尽所有有

效的教育方法，“关系＞教育”是我写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核心观

点，也是被很多父母忽视的地方！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建立，应该

优先于教育。如果教育出了问题，一定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出了

问题！本书的重点在于介绍父母容易忽视的而又对孩子的成长和

生活幸福非常重要的内容，希望能够对父母的教育有所帮助，让

教育更轻松！

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介绍成年之前，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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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父母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下篇从父母自身的教育出发，

介绍不论孩子处于哪个成长阶段，都能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限于作者功底有限，本书可能存在诸多不足，各位父母与同

行可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交流，欢迎大家的交流与指正。

QQ：865637541

微信公众号：心舞飞翔（xinwu-feixiang）

许标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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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一朵花的生长，在不同时期所

需要的光照、水分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在花的不同生长时期始终施

以同等的光照、水分去培育花苗，可能不至于让花枯死，但它注定

无法开出原本可以拥有的美丽！养花需要根据不同花期来培育花

苗，教育也是一样！父母面对不断成长变化的孩子，需要具有灵活

性以适应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方式，而不

是指望用一成不变的教育方式将孩子教育好！

很多父母承受着各种生活压力，希望孩子将来压力小些，对孩

子的教育有着很大的焦虑，总担心孩子落后，希望孩子能赶在别的

孩子前头，这种焦虑容易让父母忽视孩子当下所处的成长阶段而去

催促孩子成长！父母需谨记：教育需要适应孩子的成长阶段，“揠

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

本书上篇中，我将围绕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的主要特点进行介

绍，帮助父母学习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如何进行有针对性、有

效的引导教育。父母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注定无法照顾到孩子的方

方面面，给予孩子所需的全部的良好教育，教育也无须做到巨细无

遗！不完美本就是人生常态，能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教育并不

要求完美的父母，父母只需要照顾到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主要需

求，在教育中抓住“主干”，即能引导孩子良性成长。人作为一个

生物体，出生伊始即带着几百万年生物进化的积累优势降临这个世

界，具备很强的“自适应潜能”，这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父母只

要在教育中抓住孩子相应成长阶段所需要的“主干”需求予以满

足，孩子即使出现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能够得到矫正，而

不至于积累成持续的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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