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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想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样的孩子，在不同的家庭，在不同

的爸妈的辅导下，几年或者十几年以后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人？除去他们本身

个性的原因，家庭教育、父母和孩子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也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呢？

同样的考试成绩，在不同的家庭里，有的父母可能看到的是相比上次

考试孩子的进步，有的父母看到的可能仅仅是孩子在班级的名次。看到孩

子进步的父母，会鼓励孩子，让孩子继续努力；而仅仅看到孩子名次的父

母，可能会唉声叹气，对孩子不满，指责他的种种问题，却忽视了孩子在

这次考试中的进步，被忽视的这些进步如果引导得好，也许会成为孩子成

绩的转折点、命运的转折点。

每当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都很心痛。我害怕父母无休止的抱怨会

浇灭孩子上进的小火苗，害怕孩子就此沉迷于学习之外的事情，从而让成

绩更糟糕——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我写这套书的目的，就是让这样的事情少发生，最好是不发生。让父母

能够真正了解孩子，能安静地听孩子把话说完。让父母帮助那些不开口讲话

的孩子把心里话讲出来，让那些不善于倾听的家长懂得倾听孩子的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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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因为孩子的不断进步而其乐融融，同时也希望父母能

用正确的教育方法真正帮助到孩子，从而让他们走进孩子心里。在孩子要犯

错误的时候，想想父母，他就会停下来，步入正轨。这一切不是没有可能，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努力。

                                                    赵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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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和孩子做朋友，拉近和孩子的距离

装装糊涂，别跟孩子较劲

  家教现场

周末的时候，妈妈带着7岁的贝贝在楼下和几个小朋友玩。这几个小孩子

都住在一个小区里，所以只要有时间，就天天在一起，关系很好。他们一会

儿玩扔小石头，一会儿玩躲猫猫，开心得不得了。

忽然一个孩子跑过来对我说：“阿姨，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昨天我带下

来一把小手枪，后来玩着玩着就再也找不到了。”可能这个小孩看到我是在

场的唯一大人，所以告诉我，想向我求助吧。“昨天你们还去别的地方玩了

吗？是不是丢在别的地方忘拿了？”“没有啊，我们一直在这里玩，也是我

们这几个人一起。我们几个都很喜欢这个玩具，每个人都玩了一会儿，后来

就玩忘了，但是我走的时候也没见地上有小手枪啊。”我想，按道理，这个

地方并不大，不至于丢了没看见啊，是不是哪个孩子觉得太喜欢而带回家了

呢？按照他的描述，这个小手枪并不大，很容易揣在衣服里的，但是我觉得

这么小的孩子不应该就去定义他们为“偷”。于是我说：“是不是谁玩忘了，

顺手就带回家了呢？或者被小狗叼到另一个地方了。要是小朋友喜欢别人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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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一定要跟玩具的主人说一下，在征求主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借回去玩

哦，要不然，玩具的小主人该多着急啊。”

“妈妈，我想喝水。”正在这时，贝贝说渴了，要回家喝水。妈妈一下

子好像明白了几分，赶紧对贝贝说：“爸爸在家，你自己喝了再下来吧，我

在这里等你。”果然没过几分钟，贝贝拿着那把枪回来了，他高兴地对着小

伙伴说：“我找到这把枪了，在我们楼下的那个花坛里，肯定是小狗叼过去

的。”小伙伴们一下子又高兴地玩起来。

本来妈妈想带着贝贝回家教训一顿，后来想想，既然孩子认错了，何必

再和孩子较劲呢，弄不好还会给孩子留下阴影，认为自己就是个“小偷”，

不如装装糊涂，让他自己意识到错误，以后不再犯就可以了。

【心理学家分析】

在面临孩子犯错时，父母都喜欢和孩子讲道理、较劲，这样很容易激

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影响亲子感情。尤其是在孩子犯倔的时候，家长更应该

退让一步，回避一下，用冷处理的方式避免冲突，也给孩子一个冷静思考的

机会。案例中的妈妈如果回家对贝贝数落一顿，不许孩子再偷东西，这样不

仅会影响亲子关系，而且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这么小就被贴上了“小偷”的标

签。拿别人的东西固然不好，但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真正形成“偷”的意

识，只是喜欢想暂时占为己有而已，看到孩子自己也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了，

妈妈也就装糊涂让事情过去了。

生活中有些父母特别喜欢坚持自己的看法，当孩子不同意、不听话、不

顺从的时候，就和孩子争执，或批评孩子，非要让孩子对自己“俯首称臣”

不可，这样和孩子较劲的做法不但不能奏效，反而会让家庭教育变得困难起

来，使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距离也变得遥远。

站在孩子的角度上看问题，父母为了一点点小事而对孩子发脾气、训

斥孩子，都会让孩子觉得十分沮丧，也很容易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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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双方各执一词，带着对抗情绪一直较劲下去，结果只会把小事闹大，不

但影响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沟通，也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与其这

样，不如装装糊涂，让孩子自己去发现错误。

  好爸妈这样做

当孩子犯倔时，家长往往会很恼火，喜欢用家长的权威管孩子，跟孩

子较劲，但这样做非常糟糕。相反，如果做家长的变恼怒的较劲为温和的对

话，就容易让孩子心悦诚服地接受。

所以，在面对孩子犯错时，如果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去改

正，家长切忌不依不饶地对孩子责骂，而要退一步，装装糊涂，看着孩子自

己去改正。如果在孩子不能分辨是非选择错误的时候，家长可以用自己的行

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让孩子不自觉地跟着家长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种

教育方式要比跟孩子较劲、训斥孩子效果要好得多。

如果孩子犯错而不知悔改，父母该批评的时候还是要批评，但是批评需

要讲究方法，不然会很容易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使孩子有逆反心理。如果父

母能够先对孩子的优点予以肯定和表扬，然后再指出孩子的错误和不足，孩

子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自然乐意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郑板桥的那句名言“难得糊涂”，在家庭教育中是再合适不过的！做家

长的有时还真得装装糊涂，别跟孩子太较劲！

孩子的事情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家教现场

崔红的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经常出差。不巧的是，这次爸爸妈妈的出

差时间都赶在了一起，爸爸妈妈经过商量后决定，把崔红送到爷爷奶奶家待



004

一段时间，等出差回来了，再把崔红接回来。

晚上爸爸对崔红说：“明天放学后，我们要把你送到爷爷家里住一段时

间。你一定要听话乖巧，不要惹爷爷奶奶生气，知道吗？”

听到爸爸的话，崔红很是吃惊，接着就大声地抗议：“为什么要把我送到

爷爷家，我不去！”“不去不行，这段时间我和你妈妈都要出差，没有人照

顾你！”爸爸生气地对崔红说。“为什么你们不问问我愿不愿意去呢？我不

想去爷爷奶奶家里，我想去姥姥家。”崔红难过得快哭了。

“去哪家不一样啊？” “可是……”“有什么可是的，就这么定了！”

还没等崔红说原因，爸爸就打断了她的话，爸爸觉得崔红太不懂事了。

第二天，崔红果然就被爸爸送到了爷爷奶奶家里，崔红心里特别不高

兴，其实昨天她只想告诉爸爸，去姥姥家上学能稍微近一点，为什么爸爸妈

妈就不能听听她的意见呢？

【心理学家分析】

很多父母会像崔红的父母那样，很随意地就替孩子作出决定，而不问孩

子的意见，甚至也不允许孩子发表意见。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很多时

候，孩子的意见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父

母不应该无视孩子的意见。

一个家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大事小情，这些事情有的关系到个人，有

的则需要全家来一起面对。当然，生活中有些成人的事情是不必让孩子知道

的，但是对于有些事情，作为家庭成员的孩子，完全具有对其提意见的权

利。孩子生活在一个很单纯的世界里，有时候很难理解家长的做法。但是不

能因为孩子不理解、不大懂，家长就忽略孩子的感受，不询问孩子的想法就

作出决定，这样很容易伤害到孩子。尤其是在涉及孩子自身事情的时候，父

母更应该多听听孩子自己的意见，毕竟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有发言权。而对于

家庭共同面对的事情，父母也要综合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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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最后下结论。

  好爸妈这样做

孩子是家庭中的一员，很多家长在决定一些事情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时，往往把孩子排斥在外，他们经常对孩子说：“去，去，到一边去，爸爸妈

妈商量大事，你小孩子不懂。”殊不知，有时候，孩子的意见也非常重要，

甚至能对整个事情产生重大的影响。

1．父母要善待孩子的参与权

孩子也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对于需要整个家庭共同面对的问题，孩子

应该也具有参与讨论和做决定的权利。也就是说，孩子也具有家庭问题参

与权。

2．父母要鼓励孩子有自己的看法

父母在征求孩子的意见时，不是简单地询问孩子“是不是”或者“好不

好”，而是应该让孩子将自己心中所想的说出来，让孩子对一件事情做出一

个完整的建议。而且父母应该多鼓励孩子，让他多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中来，

让他们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这样也是对孩子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的一

个锻炼，可以让孩子养成勤于思考，并且善于发言的好习惯。

3．父母要正确对待孩子的不同意见

所谓“各抒己见”，就是指各人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孩子也

是一样，父母要正确对待孩子所说的不同于家长的意见与看法。若是孩子的

意见有可取之处，父母应该表现出赏识与尊重，并对孩子进行鼓励和支持；

若是孩子的意见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父母也不要对孩子的话置之不理，除

了要尊重孩子的意见之外，还要让孩子明白他的意见究竟不妥在哪里，这样

也可以提高孩子分辨是非的能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孩子的反对

意见，父母切记不要因为是孩子，而且又是反对的声音，就对其意见彻底忽

略，也不要对孩子的这种意见进行讽刺与阻挠。父母可以与孩子进行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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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争论，通过商量和交流，最后找出一个解决方法。

接受和孩子之间的代沟

  家教现场

莹莹的妈妈工作很忙，经常不是加班就是出差，莹莹一直由爷爷奶奶照

顾，在莹莹从初一至初三的这几年时间里，妈妈很少有时间陪她过周末和节

假日。

眼看着莹莹进入高中了，妈妈决定暂时将工作先放一放，陪着女儿度过

这最关键的三年。经过几天的观察，妈妈发现，莹莹现在对学习有点漫不经

心，也听不进去自己的意见。相反，在空余时间，莹莹经常听一些妈妈都没

听过的歌曲，有时候说的一些词语妈妈都没听说过。虽然妈妈有了更多的时

间陪莹莹，但是却发现母女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妈妈想可能这就是所谓

的“代沟”吧。

妈妈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决定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妈妈首先开始

每天不仅关注各种新闻，也关注女儿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比如，她喜欢

的明星、歌曲等，同时也对高考的一些动向做一些随摘笔记，还买了一些有

关和子女沟通技巧的书等。总之，只要和孩子有关的内容，妈妈都会关注。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妈妈和莹莹的话题不再仅限于学习了，当吃饭时

莹莹提到哪个明星出新专辑了，妈妈也能针对专辑里的主打歌聊上几句，也

会对这个明星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这样，妈妈在莹莹的眼里逐渐变成了与

时俱进的“时尚辣妈”。慢慢地，莹莹在妈妈面前变得无话不谈，妈妈也会

巧妙地在聊天中给女儿提一些建议。在遇到问题时，莹莹也会说出自己的想

法，和妈妈一起商讨最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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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和孩子做朋友，拉近和孩子的距离

【心理学家分析】

代沟是指孩子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等和父

母原有的观点渐渐背道而驰而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

截然不同，一味蛮管，就会引起孩子的反感。案例中莹莹的妈妈就做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当她面对这个问题时，并没有强制去管教孩子，而是从心里接

受了和孩子之间的代沟，通过不断的学习、改变沟通方式等缩小和孩子之间

的距离，从而让亲子教育变得更轻松。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大，他们会产生强烈的独立意识，认为自己已经长

大，反对父母的关心和照顾。身体的迅速成长使孩子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但

是父母认为他们依然是“孩子”，还处于被保护的阶段，父母没来得及接受

孩子已长大的现实，依然按照原来的想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必然和

孩子正在快速成长的思想发生碰撞，于是代沟就形成了。

其实有代沟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代表了一种进步，只有在这个进步的

社会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孩子应该完成的使命是建立自我、完善自我。

当孩子和父母意见不一致时，表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只要有道理，父母都

应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父母要学会接受和孩子之间的代

沟，然后尽力去缩小代沟，而不是强制孩子放弃自己的想法。

  好爸妈这样做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步伐的提速、竞争压力的加大，父母常常由于工作忙

碌，无法静下心来倾听孩子的声音，从而导致孩子与父母之间缺乏沟通，产

生“代沟”。那么父母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代沟呢？

1．父母要理解尊重孩子

被尊重和被关爱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当一个人觉得被理解、被尊重的

时候，他的内心是温暖的、安全的、放松的，没有疑虑、没有孤独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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