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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中小学做家庭

教育讲座，事迹“惊动”人

民数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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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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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亲爱的孩子 

你是宇宙之精华 

你是生命之子 

你带着神性来到了人间 
 
孩子 

亲爱的孩子 

你是我的信仰 

你是家庭的未来 

你承载着民族的希望  
 
孩子 

亲爱的孩子 

你初来这个世界不知多少 

我初入教育的世界也多少不知 

我理所当然应当学习 
 
 
 



 
 
 
 
 
 
 
 
 
 
 
 
 
 
 
 
 
 
 
 
 
 
 
孩子 

亲爱的孩子 

我要认真地学习 

只有这样 

才能陪你畅行在人生的大地 
 
孩子 

亲爱的孩子 

我要认真努力地学习 

只有这样 

才能做智慧的父母 

给你无边的生命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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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长的一封信（序） 

家长朋友们：  

我们生了孩子就自然当了父母。作为父母，不仅要

给孩子提供成长所需的衣食住行，还要承担起教育的责

任，但很多父母的做法是只养不教，只育不教，这样是

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父母的。一个真正的父母是应该具

有鲜明人的特征的，人最宝贵的精神之一就是教育的精

神，如果“只养不教，只育不教”的话，就是一种动物的行

为方式，正如《三字经》里讲的“养不教，父之过”，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有教育的觉悟未必就能教育好孩子，教育孩子需要

懂科学、讲艺术，它是一种比较专业的行为活动，然而

我们多数家长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王灵书说过：我

们的父母—— 不说从事研发机器人、卫星上天这种高科

技职业，就是保安、速递这样简单的劳动岗位，都是先

培训，后上岗，都要进行资格认证，可教育子女这样事

关个人前途、家庭命运、国家强盛的大事业，我们的家

长却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这样的反讽让我们深感惭

愧，他的话暗示我们：我们远远没有“通”，更远远没有“成

才”。  

现在的孩子是最不好教育的一代孩子，媒体广为传

布，信息铺天盖地，孩子们已不再把父母当作信息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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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了，不再简单地听从父母的话了，而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主

见”了，这让父母感到教育的无比吃力。特别在离婚率居高不

下的社会里，问题孩子越来越多，性格敏感、脆弱、偏执、

尖酸、极端、攻击性强等成为离婚家庭孩子共同的“心理病”，

甚至有的产生自杀、自虐、违法犯罪的念头，有的孩子在父

母的再婚家庭里俨然成了多余人，生活境地十分尴尬。尽管

“二孩”政策已经放开，多数家庭还是只有一个孩子，在这样的

时代里，父母溺爱孩子，一味地满足孩子，过度关爱孩子，

养成了孩子贪婪、自私、任性、不会争取等严重的问题。有

些孩子身上存在着习惯差，缺乏理想，沉迷于网络和色情，

过早恋爱等突出问题……  

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也险些成为一个问题孩子。我曾经

是一个受到家庭教育伤害的少年。我在 8 岁前，还算接受了

比较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还算有较强的教

育意识，在我身上花了一些精力，那个时候，我是街坊邻居

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后来弟弟出生，父亲因违反了计划生

育政策被迫离开了教育岗位，下海经商，从此也改变了我的

成长轨迹。由于经商的忙碌，父母无暇看管我的学习，于是

我的学习目标变得不明确了，学习态度也变得不端正了，学

习习惯也变差了，学习成绩急速下滑，一直到初中毕业。经

商赔赚无常，父母经常吵架，给我的情绪、性格、心态等造

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我出现了严重的考试焦虑问题，高考

惨败，没有进入本想进入的大学。进入大学后，带着咸与涩，

带着痛与恨，带着失落与彷徨，我走上了探索家庭教育这条

“不归”之路。至今，15 年过去了，我在拜访名家、学习自省和

家庭教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家庭教育观点、思

想、理论，于是产生了写书的冲动。“修得一人身，齐得千万

家”，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迷失在“雾霭”中的父母带来一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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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为我们教育子女这一关乎家庭未来、民族振兴的大

问题指“点”迷津。  

在撰写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写一本具有很强

的实际借鉴意义，有很好的操作性又不失一定理论根据、

理论深度的书，基于此，我有以下几点考虑：由于我本

人深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熏染，因而将家庭教育问

题融进了中国文化内涵，让中国的家庭教育回归传统；

由于本人曾就读儿童发展心理学专业，故用西方心理学

的眼光审视家庭教育问题，让中国的家庭教育走向现代；

为体现事例的实证性，本书里面的事例完全是真实的，

绝大多数是本人亲身经历过或观察到的，显得更亲切，

更令人信服；整合各家各派的理论、思想和观点，构建

以自然教育、唤醒教育、亲子教育、赞赏教育、自助教

育、反哺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家庭教育的六大视野。  

印光大师在《闺范》封面题词说：“闺阃为贤才所出

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本。”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福禄贝

尔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纵在掌权者手中，倒

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

亲—— 人类的教育者。”母亲的教育是孩子一生的奠基，实

际上，教育不应该在学校里由教师开始，而应该在家庭

里从母亲开始。母亲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人，当然父亲

也不例外，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位老师，家庭是孩子

一生中的第一所学校，家长也是教育工作者，和老师一

样，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孩子承载的不仅是孩子自己

的未来，也承载着家长的成功，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一

个人最大的成功是教育子女的成功”逐渐成为我们的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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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重在观念的转变，本书主要从思想观念的转变

入手，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一些借鉴，当然也有教育方法和教

育艺术的点拨，希望能够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书中

有的观点也是我的一家之言，肯定有不当之处，不成熟之处，

恳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赵喜堂    
2014 年 1 月 6 日 

于成都外金沙白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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