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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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孩子，先找出孩子拒绝交流的原因

价值观的冲突，使父母和孩子交流受阻

  家教现场

王小志今年升入初一，开学后不久，他的妈妈就已经受不了了。也不知

道是儿子接触的人群变了，还是学校的整体大环境变了，原来乖乖的孩子，

现在老是惹麻烦。王小志喜欢打游戏，经常逃学去打游戏，有时候会逃课参

加他喜欢的明星的见面会。最过分的是，他觉得自己这样没错，觉得自己这

样是素质全面发展，而父母的那一套是老生常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

的话早已过时。王小志还喜欢看一些无厘头的电影，他觉得电影里的生活才

是真实的生活。

放寒假了，王小志并不在乎非常糟糕的期末成绩，依然每天晚上玩游戏

到很晚，第二天中午才起床，起床以后就是看看电影或者出门找同学唱歌。

一点都没有学习的打算。爸爸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天，王小志又到

中午才起床，起床以后不洗漱吃东西就开始下载电影。妈妈觉得自己快要

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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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爸妈这样做

妈妈强压住自己的怒火，心平气和地对小志说道：“儿子，你天天看电

影，现在让你写作文，一定能比原来写得更好。每个电影都是编剧精心

编排过的，哪怕是无厘头的电影，肯定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如果看英文电

影，那你的外语成绩肯定会有所提高，对不对？”孩子听妈妈这么说，不

好意思地笑了。“妈妈，我还真没想过写作文的事，不过你好像说得很有道

理，我每看一部电影都应该把自己的感悟写下来，这样既能留下记忆也能锻

炼我的文笔，以后就不用再发愁写作文了。这个主意很好啊。而且我的英语

成绩确实提高不少，我每次看英文电影都尽量不去看下面翻译好的字幕。我

的目标就是能看懂原声电影。现在有些翻译太烂了，翻译过来都没有味道

了。”妈妈看到今天的交流有了效果，就不往下说了。母子俩约定，以后小

志写的作文由妈妈把关，让妈妈先来看看。妈妈又开始琢磨怎样让小志不走

偏，走上正确的方向。

【心理学家分析】

小志的妈妈如果用硬碰硬的方法来和孩子交流，一定不会知道孩子心里

最真实的想法。如果妈妈通过愤怒来恐吓孩子，孩子一定不会听妈妈的话，

也不会理解妈妈的苦心，妈妈的愤怒只会让孩子对父母更加排斥，更加不信

任父母，这样的引导还有什么意义呢？非但起不了好作用，还会让彼此的关

系更糟糕。

如果妈妈换一种方式，用一种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和口吻，把自己的想法

传达给他，孩子觉得妈妈是在跟自己商量。这样一来，妈妈想要传达的想法

孩子能够耐心听，也会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妈妈听。这样的沟通才能产生应有

的效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更融洽。

价值观往往与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我们的孩子就像一张张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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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倾听孩子，先找出孩子拒绝交流的原因

纸，父母的经验比孩子的多，他们总是希望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孩子，从而

让他们少摔跟头、少走弯路。如果孩子们能够按照父母的要求做，就会少走

很多弯路，就能轻松很多。但是很多孩子并不这么认为。

孩子们生活的时代、所接触到的环境和父母那一代人已经有了很大的

不同，孩子们更能对自己的生活拥有话语权，父母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经验

就剥夺了孩子的人生体验，不管对与错，他们体验过以后才能真正领悟，

父母在这个过程中要扮演好引导的角色。要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给孩子恰

当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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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妈妈的问题，大多数父母都遇到过。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结论

是，不要妄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不要想着一次谈话就能解决所有

的问题。当父母们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亲子间的沟通就会更平和，也更容易

进行。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尝试。一个没有尝试过其他可能性就接受父母建议的

孩子，很难有创造性，他们不会想到经验之外也许还有一条更好的路，那样

他们只会模仿，不会超越。

另外，人们不会简单地从他人那里吸取经验，即使这些经验一直被大家

所认可，必须自己去体验它们，然后才能从中学到东西。而且，没有经验能

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而“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可能

是错误的。

人生经历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同

  家教现场

王小志和其他孩子一样，也有自己的偶像。他的偶像就是谢霆锋。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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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谢霆锋的每一张唱片，自己的房间里也贴着谢霆锋的画报。谢霆锋在

北京的演唱会小志也会去听，开始爸爸妈妈觉得这些都可以接受，自己也是

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理解孩子的这种行为。但是事情后来的发展有点超出

父母的底线了。

小志听说谢霆锋要来北京，他竟然逃课转了很多车和歌迷一起去机场

等谢霆锋。后来他不再满足于去听谢霆锋北京的演唱会了，就连外地的演唱

会他也想去听，而且他还要求父母允许自己的行为，父母不允许他就绝食抗

议，不去上学，爸爸妈妈对他很头疼。这天，小志听说谢霆锋要来北京参加

一个商业活动，他非要妈妈去跟老师请假，并允许自己去参加谢霆锋的见面

会，妈妈很生气。到了必须和孩子谈谈的时候了。

  好爸妈这样做

妈妈见小志执意要去，就问他：“你知道谢霆锋除了是个明星以外，还有

什么事业吗？”小志虽然对谢霆锋的歌和电影很熟，但是对这个问题却答不

上来。妈妈告诉他，谢霆锋除了是个明星，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室，现在主要

做影视的后期制作，发展得非常好。谢霆锋出演的电影能大卖和他的敬业是

分不开的。他在电影界的口碑非常好。妈妈又讲了好多谢霆锋幕后的努力给

孩子听，妈妈让小志多关注谢霆锋为什么能成功，而不仅仅关注他又出了什

么新闻，又穿了什么衣服。

小志了解了谢霆锋背后的辛苦和其获得影帝的奋斗过程后，告诉妈妈：

“妈妈，听你说了这么多，谢谢你为了我去了解谢霆锋。妈妈，我只看到了

谢霆锋风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的努力和拼搏。我应该学习他的刻苦、他

为了理想的追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也像他一样，拥有让自己自豪的事

业。”妈妈听到小志的话，开心地笑了。从那以后，小志不再逃学了，他开

始认真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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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倾听孩子，先找出孩子拒绝交流的原因

【心理学家分析】

孩子们追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只看到明星风光的一面，而没有看

到他们背后的辛苦付出。这样，孩子的人生导向就会产生偏差。如果爸爸妈

妈们能了解孩子的偶像，然后找到正面的事迹来引导孩子走出对明星表面的

崇拜，让孩子多学学明星的奋斗史，而不是仅仅看到其在台上的风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每一个明星风光

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奋斗史，影视巨星成龙也是如此，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

功。父母如果能真正地了解明星，然后多给孩子介绍一些明星的奋斗史，让

孩子体会他们的不容易，孩子们就不会只看到其舞台上的风光了。这都需要

父母正确的引导。

我们成年人也都有自己的偶像，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崇拜某个人的

呢？仔细回想一下，记忆就会把我们拉回自己的青春时代。为什么从青春期

开始，孩子们会越来越在乎自己的偶像呢？或者说，为什么孩子对偶像的崇

拜那么狂热呢？

青春期的孩子，脱离了父母的庇护，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个

体。他们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谁？”在寻找“我是谁”这个问题

的答案时，年轻人不仅仅需要和他们志趣相投的人，还需要榜样。这是因为

如果没有可以模仿的人或事，非常抽象地去发展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确定生活

目标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孩子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理智的还是

随性的，勇敢的还是懦弱的，博学的还是多才多艺的？在孩子们接触社会不

是很深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很难定性的。这时，一个个舞台上的拥有光鲜

外表的偶像们出现了。他们或者多才多艺，或者貌美如花，或者时尚多金。

不管哪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这时，孩子们为了确立自己未来的努力方

向，就会找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偶像，然后模仿。

“我希望像他或她一样——那样的打扮、那样的谈吐、那样的行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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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我的想象中，我的他或她就要像这个样子，为了他或她我愿意改变自

己。”然后崇拜的时代就开始了，对演员、歌手和足球明星的崇拜，使自己

兴奋不已。崇拜对象走马灯似的变换，偶像也在不停地改变。在这期间孩子

们也差不多长大成人了，他们终于能够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完全独特的人

生计划——“我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会保持下去”。

孩子找自己的偶像，去模仿他们，这被许多家长看作是坏事。其实，这

要看怎样引导了。恰当的引导会让坏事变好事。

父母为了孩子好，孩子为什么不认同

  家教现场

小志虽然年龄不大，刚上初一，个子已经到了一米七。他看起来十分高

大，而一头浓密的黑发使得他更加帅气。这个时候的小志已经开始有了自己

的审美观，他开始不喜欢妈妈为自己挑选的衣服，更不喜欢每次去理发店都

由妈妈来决定他的发型。为此他和父母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小志和很多同

龄人一样，喜欢打篮球，并且非常崇拜科比。他想改变自己的发型，理一个

科比那样的光头。

妈妈很不喜欢儿子留这样的发型。她告诉小志，如果剃了光头，一定会

受到周围人的嘲笑。可是小志并没有听进妈妈的劝告，他不顾妈妈的反对，

自己跑去理发店剃光了头发。妈妈很生气。第二天，小志放学回到家一脸沮

丧。看来他的新发型被老师批评了。果然，小志告诉妈妈，班主任让她明天

去一趟学校。

  好爸妈这样做

妈妈看到小志沮丧的样子，心里也有气，但是她想，如果现在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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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倾听孩子，先找出孩子拒绝交流的原因

他，那么孩子会更受打击，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如坦然接受，然后帮助

孩子做好善后工作，让他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妈妈想到这里，释然了很多，她心平气和地对小志说：“小志，头发既然

已经理成这样了，那咱们这次就坦然接受，以后你有什么想法要先和妈妈商

量商量。妈妈一定会为你提建议的，好吗？”

小志见妈妈没有批评自己，长出了一口气。他告诉妈妈：“妈妈，我也

没想到这样的头型不能被接受，我以为这没什么，没想到老师反应会那么激

烈，明天还让您去学校！妈妈，又给您惹麻烦了，对不起。您放心，我以后

再也不这么做了。”

妈妈听到孩子这样说，明白他已经知道错了，安慰孩子说：“没什么，这

都是妈妈该做的。你能认识到错误，知道自己的审美不一定被别人接受这就

是好事。放心吧，妈妈明天去学校会跟老师解释一下，然后向老师保证以后

一定注意。我相信老师也是能理解的。你别太担心了。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你要能取得不错的成绩，老师也许会减轻对你的责备呢。学生的天职还是

学习啊。”

小志听到妈妈这么说，向妈妈保证一定好好复习，争取取得好成绩。说

完回到自己的房间认真学习起来。

【心理学家分析】

小志妈妈利用这个机会教育了孩子，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这件

事上，相信小志会很感激妈妈的理解，以后有了问题也会和妈妈一起商量解

决。小志的妈妈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对亲子关系的融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方

法不正确只能让孩子越来越不想跟妈妈沟通。爸爸妈妈们，以后遇到事情一

定要多考虑怎么做最合适，然后找到能对孩子有帮助的方法。记住，抱怨和

愤怒的情绪发泄对事情的解决毫无帮助。

每个家长都为教育孩子付出了大量的努力，辛苦程度相信每个做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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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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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最称职的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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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

的。而对下面几点，基本上是认同的。

称职的父母都是能克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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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持续的、一贯的。

称职的父母不管孩子有没有犯错，都始终如一地爱着他，用爱心来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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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而推迟公务活动。即使再累，孩子问问

题时他们也会认真解答。

称职的父母对要做的事情总是深思熟虑，他们会去寻找科学的育儿方

法，然后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他们总是想把教育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称职的父母会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

如果家长足够称职，那么，就不会有孩子的叛逆期了。所以，不用自责

我们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我们要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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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未必都能读得懂。有的时候，父母的苦心反而

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家长错了拒不认错，觉得自己是权威

  家教现场

假期到了，爸爸带着一家人去郊区玩，在山间水库边，一家人玩得很高

兴。中午，爸爸带大家去吃了当地有名的豆腐宴。豆腐做得很好，爸爸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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