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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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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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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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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束越多，距离越远”，别让教和养对立

为什么父母管得越来越严，孩子却越来越任性

  家教现场

一个原本优秀的孩子上初中以后变得问题不断，按照他妈妈的说法就

是，老给她惹麻烦。为了让儿子变得乖一些，这个妈妈制定了很多规矩，可

是，儿子还是难管得不行。现在，他老是逃课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会，或者

去游戏厅打游戏。每天到了放学的时间也不回家，父母问一句，儿子就有

一百句等着。妈妈越来越生气，放下一句狠话：“我就要管到底。”可是母子

俩的关系越来越糟糕，妈妈很闹心：到底该怎么做呢？

“为何不试着给孩子松松绑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给他适当的引

导，最好不要事无巨细地插手他的生活。”做了几十年教师的邻居向男孩的

妈妈提议说。然后他们又谈了好多具体的做法。妈妈终于明白了，孩子就像

一副弓箭，妈妈拉得越紧，孩子跑得越远。

【心理学家分析】

我们的孩子就像一张张白纸，父母的经验比孩子多得多，他们总是希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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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孩子，从而让他们少摔跟头、少走弯路。如果孩子能够

按照父母的要求做，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也能轻松很多。可是，孩子能事事

都问父母怎么做吗？

我们见过太多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因为管教太严导致亲子关系恶化的例

子；也见过太多由此引发的悲剧：孩子跟父母拧着干，在该好好学习的年纪

放弃学习，在该好好学本领的年纪消沉下去。他们这样做，只能让自己的人

生不圆满。孩子小、不懂事，这就需要家长正确地帮助孩子。

  好爸妈这样做

当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服管教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家长该主

动放手的时候呢？告诉自己：“给孩子松松绑吧。”让自己不要再过多地干涉

孩子，也许，孩子就能体会到父母的良苦用心，回到父母身边来。

尽管父母觉得孩子是自己的，但是“我就要管到底”的想法也是不可取

的，不能因为一时的痛快就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不能让孩子离我们越来越

远。当父母真正理解了这一点的时候，一定会拥有良好的亲子关系。

努力想做个称职的父母，却得不到孩子的认同

  家教现场

琪琪上了中学以后，老是觉得自己的学习跟不上同学们。她想让爸爸

妈妈在晚上辅导自己的学习，爸爸妈妈觉得琪琪的想法很好，但是他们两个

人都很忙，不能保证每天都有时间辅导琪琪的学习。因此爸爸妈妈给琪琪请

了一位家庭教师来帮助她。可是琪琪一点都不喜欢这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

教师总是在教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重视琪琪提出的、她没掌握的知

识。一个月下来，琪琪越来越不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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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自己的烦恼讲给爸爸妈妈听，但是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理解琪琪的苦

恼。爸爸说：“琪琪，我上小学的时候根本就没人辅导过我的学习，我的学

习成绩依然很好。为了帮助你提高成绩，我们为你请了家教，你就应该跟

着老师好好学习。你只要把老师讲的重点知识都学会了，一定会有不错的

成绩。”

因为爸爸并没有体会到琪琪的心情，所以琪琪对上课更加反感了。她每

天放学都不想回家，因为她不想面对只顾自己讲重点、一点不理会琪琪学没

学会的家庭教师。她对学习也越来越没热情了。

【心理学家分析】

学习要尊重孩子的意见。琪琪的爸爸没有体会到孩子能否接受，直接生

硬地给孩子安排好了一切，一段时期下来，效果并不理想。

每个家长都为教育孩子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相信每个做父母的人都能

体会其中的辛苦程度。父母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让孩子少走些弯

路，总是试着去做最称职的父母。但是，父母的这份苦心，孩子又能了解

多少呢？

孩子对父母的苦心不认同，源于父母和孩子对于称职父母的认知不同。

称职的父母都是能克制自己的、有耐心的，他们非常善解人意，而且宽

容孩子，当然，不是一时的宽容，而是一贯的宽容。

称职的父母不管孩子有没有犯错，都始终如一地爱着他们的孩子，用爱

包容孩子的过失。

称职的父母随时做好准备帮助他们的孩子。他们对待孩子一点都不自

私。比如他们会为了多陪孩子而推迟公务活动；哪怕再累，当孩子有问题时

他们都会认真解答。

称职的父母对要做的事情总是进行深思熟虑，他们会寻找科学的育儿方

法，然后按照这些方法做。他们总是想把教育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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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职的父母会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意见。

上述这些，常常让很多做父母的人汗颜，因为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就搞砸

了一些事情，对孩子造成了伤害。尽管这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意。如果家长总

是能够做得称职，那么，就不会有孩子的叛逆期了。所以，不用自责自己哪

些方面做得不好，父母们要做的，就是在下一次伤害孩子或者伤害父母和孩

子之间关系的时候，好好想一想。

记住，父母的苦心，孩子未必都能读懂，有的时候，父母的苦心会对孩

子造成伤害。

  好爸妈这样做

每个做父母的人都为教育孩子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当我们

的孩子违背父母的意愿，做了父母无法接受的事，或者当孩子指责我们的良

苦用心都是错误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心痛。也许在下一次父母和孩子之间发

生争执时，我们会再也忍不住了，我们可能会发火、咆哮，甚至有时可能会

恨不得把孩子赶走。

其实，孩子也有这样的想法。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时候。父

母也是人，我们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我们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无不

刻着我们过往经历的烙印。不管多么努力，我们也跳不出自己设置的框框。

因此，我们必须允许自己坦然地做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个普通的父亲，做一

个努力完善自我却非十全十美的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一点。

孩子做错了事情，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此负责。哪怕我们一直给孩

子做出一个光辉的、诚实的榜样，并且我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对他进行这方面

的教育，但是孩子也可能做出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比如他们会对考试的

结果撒谎，或者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掩盖。这样的事很多父母都可能会遇到。

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应该和孩子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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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必为此自责和内疚。我们要把孩子看成是独立的人，他必须为自己

的形象和行为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孩子为什么不接受父母的建议

  家教现场

“妈妈，今天学校运动会，校服太难看了，我想穿上马甲，这样还能好

看些。”

“熙熙，学校运动会规定了学生必须穿校服，你要是穿上马甲会被管纪

律的老师批评的。再说天气这么热，穿上马甲会让你不舒服。熙熙，你别穿

马甲过去了。阳光比较强烈，妈妈建议你带上一把伞遮阳。”妈妈说。

熙熙并没有采纳妈妈的建议。她穿上自己最喜欢的彩色马甲高高兴兴地

去学校了。她觉得打伞会遮挡住她的马甲，她拒绝带伞。结果，晚上回家以

后，她的脸被晒得红扑扑的，她愁眉苦脸地走进自己的房间脱下了马甲，生

起闷气来。

【心理学家分析】

父母必须明白一点：孩子是自己未来的创造者，这个责任父母无法承

担。当孩子长到足够大的时候，就能够自己决定、策划和完成一些事情了。

他们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事情。

如果他们必须接受父母的建议，有些愿望就不会达成，孩子自己成长

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想一想我们自己，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不喜欢别人

过多地干涉，而是喜欢自己决定事情的发展。孩子和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和进步。当一个人完成一件事以后，他一定会产生“这

是我自己完成的”之类的成就感。我们必须尊重孩子的这种感觉，也必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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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体验这种感觉的机会。这就需要我们放开手让孩子自己去完成想做的事

情。在孩子完成的过程中，我们的建议或多或少都会降低这种享受感。因

此，父母不能随便提建议。

相信我们每个父母都有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或多或少都会约束我们

的孩子。我们的这些建议，往往是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对于大一些的孩子来

说，他们往往会听不进去。对于这些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们的创造力，给他

们尝试的机会，在做事情之前，除非孩子提出来需要我们的建议，否则父母

最好不要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来约束孩子的创造行为。

当孩子在处理某件事情中出现麻烦或者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家长首

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分析事件的成因，如果他们需要，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个时候的建议才是受欢迎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犯错误。我们要成为孩子

的倾听者，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让他们想起来，还能够向父母倾诉烦

恼。他们也许会把自己的麻烦事告诉父母，在他们表达的过程中，也许

就能理清思路，找到正确的方法。或者孩子还会向我们求助接下来该怎样

做，这个时候，家长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

样解决麻烦。

  好爸妈这样做

我通常会向家长们讲下面的这种方法。

我们完全可以向孩子示范我们认为正确或者错误的事情，而不是告诉他

们具体的做法。在我们示范的过程中，孩子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何必还要再

强调一下呢？

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空间，让孩子自己决定我们示范的东西他们有没有

必要模仿。我们的示范越具有说服力，孩子会愿意接受，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就会越好。下次在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就会主动告诉我们，而不是把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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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隐藏起来。

为什么父母的经验老是激怒孩子

  家教现场

假期，熙熙和妈妈去买衣服。妈妈总是给熙熙找运动套装这类舒适的衣

服，熙熙却总是看破洞牛仔裤和各种夸张造型的奇装异服。母女俩逛到一个

书包店门口，出现了分歧。熙熙要一个挂满铆钉和骷髅图案的书包，妈妈相

中了一款简洁大方的书包。母女俩都要买自己看好的书包，僵持不下。熙熙

妈妈生气了，一张口就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啊……”然后就开始发表自己的

长篇大论。最后母女俩谁也不能被对方说服。美好的逛街时光在妈妈的唠叨

声中结束了。

面对妈妈善意的提醒，孩子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是他们对妈妈的说

话方式有意见。如果妈妈把“我都是为了你好”换成“你再想想，这样是不

是更好”，孩子就不会那么反感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也会更顺畅。

【心理学家分析】

很多父母都会苦口婆心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孩子，他们总觉得自己的

经验比孩子丰富，他们更能分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殊不知，孩子们并不

会领情，他们宁可自己去闯、去积累自己的人生经验。

孩子们听到“你必须要这样做”这句话时会很反感，他们其实更愿意听

到家长说“你先试试看”。但是，这意味着他们要重复父母原来走过的很多

弯路，因此会浪费很多时间。孩子为什么不喜欢接受父母的经验呢？

其实，孩子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从经历中积累的。

虽然有多么好的经验摆在面前，但是想知道该怎样做还是要自己动手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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