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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其实原来没想过写书，特别是家庭教育方面的书。虽说已经博

士毕业，做了教授，但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教育研究不是我的专

业。“术业有专攻”，个人觉得家庭教育的课题至少应由专业人士完

成。综观现有出版社关于家庭教育的读物，包括国外作品的翻译大

致可分为这么两类： 
一是专家写的育儿真经，二是“牛娃”家长写的育儿经验。前

者包括学术专著和心理咨询师、少儿教育工作者根据工作经历而写

成的家庭教育著作如《有效父母》《父母的反省》《望子成龙》《好妈

妈胜过好老师》等；后者主要是“牛娃”家长的育儿经验，如《哈

佛女孩刘亦婷》《虎妈战歌》《卡尔·威特的教育》等。 
儿子今年刚好小升初，按上述分类，哪一类我都没有资格写，

况且因工作变动，事情多，时间紧迫，我真没有写家庭教育方面作

品的打算。事情缘于朋友的聊天和鼓励。他刚过退休年龄，将近 60
岁拿到博士学位。一直孜孜不倦，学习不停，是我敬佩和学习的楷

模。他以自己的言行带动，把女儿也培养成博士，非常让人钦佩！

目前他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工作，一边笔耕不辍，正好把自

己的经历和家庭教育的经验教训分享出来，同时鼓励我也写点东西，

说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孩子正在成长阶段，写出来的东西应该很有

价值！ 
沉思了一段时间，觉得朋友说得很有道理，孩子刚上初中，作

为家庭教育的亲历者，我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有亲身经历可以拿出

来分享。 
一来作为高校老师，从教十多年，时时关注教育，从学生管理

到教学管理和科研，各个领域均有涉猎；从公办院校到民办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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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科、二本到一本，各层次学生都有接触；从“80 后”到“90 后”，

从 20 世纪末期的大学生到现有的大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还经

常与在中小学工作的同学朋友谈论学生素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因而个人对家庭教育有很多很深的体会。 
二来作为一名刚刚上初中的孩子的家长，作为一名家庭教育亲

历者，甘苦自知，感悟良多。当然笔者的分享也许会带来异议，有

人会说，孩子还没成功呢，有啥值得分享的？所以我更愿意说我是

在记录笔者关于家庭教育的实践探索。结果固然重要，过程更是难

能可贵，笔者更看重家庭教育中如何做、孩子平时如何做，是否有

助于孩子健康成长，而不是结果！笔者相信只要过程扎实，结果也

差不到哪儿去！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的家庭教育读物，大多是家长

在孩子成功之后的经验之谈，故而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探索和

记录就更显难能可贵！对大多数正走在家庭教育大路上的家长来说，

有成功经验借鉴很好，有人同行相伴交流，相互学习和鼓励，也更

有实际意义。当然过程的记录更是对下一步家庭教育的鞭策。 
其三，权当留给儿子成长的纪念。儿子开始上小学前夕，因工

作原因我离开了家所在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每星期回一趟家，平常

的教育管理和学习辅导主要是孩子妈妈操心。写此书也想表达对孩

子妈妈和孩子的一点歉疚。几年过去了，儿子也读初中了，陪伴孩

子的时间确实不多。写此书，记录家庭教育的点滴，记录儿子之前

的成长经历是为留念。 
本书首先通过对浮躁社会教育现实的分析，提出应以淡定的心

态对待家庭教育，接着分享了笔者关于家庭教育中一些令人困扰问

题的观点。第三章是本书的核心，详细介绍了笔者在实践中总结并

构建的家庭教育模型“目标—方法—过程（GMP-IFS）”，其实也是

笔者目前在家庭教育中正在实践的方法。第四章从父母、孩子、老

师、同学的角度，通过伴随孩子成长的故事记载，与大家分享了笔

者的家庭教育实践和孩子快乐成长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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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谨献给那些孩子尚小，正行走在家庭教育大道上的父母们。

“牛娃”太少，离我们还有点远，毕竟我们的孩子很普通，还没成功；

专家有理，总觉得没生活在现实中，专著理论够深但不好操作。作

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正行走在家庭教育大道上默默无闻的家长、

一个普通孩子的家长，我与你们感同身受，愿本书的存在能让你感

到不再寂寞！ 
家教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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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淡定的心态 

——如何看待家庭教育 

儿子在老家县城出生，出生两个月后回到我们成都的家，4 岁前

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协助养护。见多了老人对孙辈的疼爱甚

至溺爱，孩子上幼儿园后，我们就逐步训练其独自睡觉，自己想要

什么东西就在大人的看护下自己去买，上小学后逐步过渡到大人不

在家时独自安排生活，独自外出买东西。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从小

就得到训练，和同事朋友交流、和儿子同伴的家长交流，他们一度

觉得很诧异。 

由于工作在高校，孩子两岁多开始上学校的附属幼儿园，根本

没操什么心，读幼儿园期间基本也没费什么神，大体就是学校安排

什么，孩子有什么喜好，我们支持就是。孩子喜欢画画就让他画画；

喜欢跆拳道，就让他去练、去踢；喜欢小主持人就让他去试。我们

一直热心参加幼儿园每年的亲子活动，只要有时间就务必参加。儿

子活跃，母子协作，父子协作，其乐融融，拿了不少奖品，大家玩

得很尽兴。 

儿子 6 岁进入了我们工作的大学附属小学读书，这点比那些从

小学开始就考虑择校的父母要幸运得多了。孩子作业多了，老师每

天都要求家长在家庭作业上签字。孩子妈妈经常与其他家长接触，

家长为了孩子成长而出现的紧张气氛开始酝酿：学什么特长、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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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课外补习班、要不要参加奥数训练……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家长中

间引起困惑。小区谁又不工作回家全职在家带孩子，某某又报了什

么特长班和兴趣班了，谁谁谁开始参加奥数培训了，各种小道消息

纷至沓来，搅得人心惶惶，一度弄得孩子妈妈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以致为了孩子上不上奥数班，我专程找了比较熟悉的市里有名的奥

数培训教练咨询。他非常热情地接待并给我做了安排。我带着儿子

去现场观摩了几次，看着教室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大人小孩混杂其

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陪小孩抄笔记，陪小孩学习，场面非

常震撼，最终我和儿子选择了放弃。 

如此种种，让身陷事中（自己的孩子面临同样的问题）又在事

外（不经常在家）的我反而能够有机会置身事外冷静地思考：我们

的家长怎么了？我们的教育怎么了？都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讲，父母到底该干些什么？当然教育的很多问

题在政府和政策，不是老百姓所能解决的。但作为家长，我们确实

可以有所作为，而不是茫然无措，前提是对自己的子女教育要有个

客观的目标，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在如今这个浮

躁的社会里要做到这点实在是相当不容易了。不过，如果我们都能

冷静下来不跟风，拨开云雾，坚守自己，也许我们能以淡然的心态，

更加阳光的心情，还孩子无忧地成长，还家庭的和谐与温馨，开心

迎接每一天，人间也少了很多悲剧。 

一、躁动的择校 

我们所经历的择校，实际上就是今年儿子的小升初。早在六年

级上学期，小升初的浪潮就开始实质性地涌动。冲在最前面的就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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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培训学校（机构）：开展专家支招小升初、如何进入名校、小升

初等专题讲座，由培训机构领导主讲、小升初语文名师主讲和数学

名师主讲。据不完全统计，本市一所知名培训机构春节前至少搞了

不下 10 场专题活动，东南西北全面开花。实在受不了有过类似经历

的同学、朋友的告诫，儿子班上同学家长的热情的信息提供以及周

围环境的压力，我也去听了几场。现场的气氛，可用“热烈”来形

容，至少我是很多年没感受到那种氛围了。会场密密麻麻坐满了、

站满了人，年龄层次非常丰富。台上专家讲得兴起，并且非常注重

会场氛围的调节，把老老小小的神经绷得紧之又紧。参加了不同机

构两三次这样的活动。我逐渐发现了这样的套路，那就是这些免费

讲座基本遵循这样的思路：小升初目前严峻的形势，孩子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学校的教学培训业绩好（华赛、奥赛及升入名校学生的

成果辉煌等），最终就会发一些培训班各种层次和类型的火箭班、精

英班、集训班开班时间安排等。当然也会有一些家庭教育辅导、各

种夏令营活动安排以及教育咨询免费及收费安排等。 

就在小学生家长莫衷一是，议论纷纷之时，各种 QQ 群也应运

而生。我随便加了两个 QQ 群，一个是某著名报社的，另一个我都

不知道是哪儿得到信息而加入的 QQ 群。在儿子小升初的半年里，

我加入的这两个群非常活跃。每天不管你什么时候上线，总会有吵

吵闹闹一大群人在发表意见，传递各种信息。群主明令不准在群上

发布培训、招生等信息，群里发布的消息主要是各招生学校新排名、

学校招生动态，还有就是群成员发布的小升初动态以及与群主的互

动信息。由于各种信息满天飞，群里气氛甚是紧张。客观地说，从

这些 QQ 群我还真了解了不少有用信息，对小升初的态势有了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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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把握。就在加入 QQ 群大约三个月左右，群里就在谈论群主

要在哪哪办衔接班的事情了。过了几天，群主就正式通知在哪哪聘

请了名校老师办班的事了，后来因其他原因我退出了 QQ 群。事后

翻看聊天记录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惊讶地发现，原来在网上一直

活跃的也就那么一些人，部分称自己的孩子是“牛娃”而经常露脸

的，部分则是忙着和群主套近乎，积极参与群主开办的培训班的！ 

幼升小，小升初已被社会诟病很久了。教育资源不均衡已成众

矢之的，于是就有人打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来推波助

澜，加上家长自身的不理性跟风，社会乱象百出就毫不奇怪了。屡

禁不止的奥赛，课外培训补习，拼爹拼钱拼关系，社会万象尽现其

中，唯独没有关注孩子真正的成长，谁最终得益不难想象。 

二、优生的警示 

国家讲素质教育这么多年了，但以成绩论英雄的现象并没有多

少改变，每年各地还是会照样发状元榜。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各

种名目的考试还是会明着或暗地里进行。网班、实验班、平行班在

各校仍客观存在。 

在 211、985 大学任过教，在民办专科、一般本科院校搞过教育

工作，我对各个层次的大学生都有过较多深入的接触，感受良多。

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学生上大学时的入学成绩甚至相差超过了五百

分。纵观这些学生在校的学习和毕业后的就业以及自身人生轨迹，

现实的情况是很难简单地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的，更不能一概

而论地谈及其所受教育和今后人生的关系。 

北大学生毕业有卖肉的，硕士研究生有当城管的。我国改革开



 

 ·3·

第一章  淡定的心态——如何看待家庭教育

一些培训学校（机构）：开展专家支招小升初、如何进入名校、小升

初等专题讲座，由培训机构领导主讲、小升初语文名师主讲和数学

名师主讲。据不完全统计，本市一所知名培训机构春节前至少搞了

不下 10 场专题活动，东南西北全面开花。实在受不了有过类似经历

的同学、朋友的告诫，儿子班上同学家长的热情的信息提供以及周

围环境的压力，我也去听了几场。现场的气氛，可用“热烈”来形

容，至少我是很多年没感受到那种氛围了。会场密密麻麻坐满了、

站满了人，年龄层次非常丰富。台上专家讲得兴起，并且非常注重

会场氛围的调节，把老老小小的神经绷得紧之又紧。参加了不同机

构两三次这样的活动。我逐渐发现了这样的套路，那就是这些免费

讲座基本遵循这样的思路：小升初目前严峻的形势，孩子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学校的教学培训业绩好（华赛、奥赛及升入名校学生的

成果辉煌等），最终就会发一些培训班各种层次和类型的火箭班、精

英班、集训班开班时间安排等。当然也会有一些家庭教育辅导、各

种夏令营活动安排以及教育咨询免费及收费安排等。 

就在小学生家长莫衷一是，议论纷纷之时，各种 QQ 群也应运

而生。我随便加了两个 QQ 群，一个是某著名报社的，另一个我都

不知道是哪儿得到信息而加入的 QQ 群。在儿子小升初的半年里，

我加入的这两个群非常活跃。每天不管你什么时候上线，总会有吵

吵闹闹一大群人在发表意见，传递各种信息。群主明令不准在群上

发布培训、招生等信息，群里发布的消息主要是各招生学校新排名、

学校招生动态，还有就是群成员发布的小升初动态以及与群主的互

动信息。由于各种信息满天飞，群里气氛甚是紧张。客观地说，从

这些 QQ 群我还真了解了不少有用信息，对小升初的态势有了较为

 

 ·4·

的家教进行时
淡 定

DANDING DE JIAJIAO JINXINGSHI

全面的把握。就在加入 QQ 群大约三个月左右，群里就在谈论群主

要在哪哪办衔接班的事情了。过了几天，群主就正式通知在哪哪聘

请了名校老师办班的事了，后来因其他原因我退出了 QQ 群。事后

翻看聊天记录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惊讶地发现，原来在网上一直

活跃的也就那么一些人，部分称自己的孩子是“牛娃”而经常露脸

的，部分则是忙着和群主套近乎，积极参与群主开办的培训班的！ 

幼升小，小升初已被社会诟病很久了。教育资源不均衡已成众

矢之的，于是就有人打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来推波助

澜，加上家长自身的不理性跟风，社会乱象百出就毫不奇怪了。屡

禁不止的奥赛，课外培训补习，拼爹拼钱拼关系，社会万象尽现其

中，唯独没有关注孩子真正的成长，谁最终得益不难想象。 

二、优生的警示 

国家讲素质教育这么多年了，但以成绩论英雄的现象并没有多

少改变，每年各地还是会照样发状元榜。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各

种名目的考试还是会明着或暗地里进行。网班、实验班、平行班在

各校仍客观存在。 

在 211、985 大学任过教，在民办专科、一般本科院校搞过教育

工作，我对各个层次的大学生都有过较多深入的接触，感受良多。

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学生上大学时的入学成绩甚至相差超过了五百

分。纵观这些学生在校的学习和毕业后的就业以及自身人生轨迹，

现实的情况是很难简单地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的，更不能一概

而论地谈及其所受教育和今后人生的关系。 

北大学生毕业有卖肉的，硕士研究生有当城管的。我国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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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部分人也没有多高的学历背景，没受

过多么系统和良好的教育，在教育大众化的年代，如果大学生还固

守象牙塔，把自己当精英，不肯脚踏实地，注定在投身社会以后要

失败。 

回到家庭教育的话题，作为家长，看到这些你难道没有想到些

什么吗？你的内心就没有一丝触动吗？我们应该怎样来定义成功？

应该怎样评价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应该怎样评价我们的孩子？我

们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不是存在一些误区？ 

三、以爱的名义对孩子的摧残 

残酷的社会现实、竞争的压力，每个家长、每个家庭都希望自

家的孩子表现优秀，以便在未来社会生存中有更强的竞争能力，有

自己的立足之地，这是人们正常、正当的诉求。然而，在当今浮躁

的时代背景中，家庭教育出现了两个极端，因子女教育而引发的悲

剧接二连三，一直不断地上演着。 

一个极端是过严。家长把自己未尽的意愿转嫁到孩子身上，或

者出于对现实竞争的过于敏感，向孩子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孩子稍

没达到其预想，便会打着爱的幌子进行惩戒。提“狼爸”“虎妈”应

运而生，故事一度在网上争论得热火朝天。物极必反，于是乎各种

不幸不可避免：12 岁少年弑母；13 岁少年寄读姑妈家，因其管教严

格，杀死姑妈和弟弟、妹妹；13 岁宁夏小女孩自感成绩差，上不了

重点中学，在小学毕业典礼当天上吊自杀；“狼爸”因女儿不听管教，

将其殴打致死……一个接着一个的家庭教育悲剧，时不时在各地

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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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端是过于溺爱。当今的家庭多数是独生子女，四五个

老人就那么一个宝贝孙子，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加

之年轻的父母工作忙，也没时间管孩子（农村父母外出打工，孩子

留在家中成了留守儿童），偶尔见个面或打个电话问候，都是简单的

寒暄。或者以为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让孩子不愁吃不愁穿就够了，

或者觉得没时间陪孩子而感到愧疚，于是就在物质方面依着孩子，

孩子要什么给什么。老人管不了，父母在外管不着，孩子称为“放

纵的一代”，养成很多不良社会习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也不在少

数。最近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连续观看了好几个青少年犯罪的案

例，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孩子归案后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话，那

就是：都是父母太惯了，害得我这样！ 

四、淡然面对家庭教育 

作为家长，作为高校老师，作为公民，家庭教育看多了，听多

了，亲历了，想过了，一件件，一桩桩，一一在心中梳理掠过，愤

怒过，失望过，兴奋过，激动过，回过头来，总觉一切皆如云烟。

淡然面对才是上策。 

即使在躁动的社会里，其实稍微冷静一下也不难发现，家庭教

育就是要回答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孩子

培养成人？在培养的过程中把孩子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来对待？ 

首先来看第三个问题，逐步成长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

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完全包办孩子的事情，替孩子做主，漠视

孩子的情感诉求，这样的家庭教育是有问题的。有的家长甚至完全

把孩子作为一个玩具、工具来看待。小时候是逗乐的玩具，大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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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母挣面子的工具，这更是要不得的。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不能认

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是心理上翻不过那道坎。特别是老年父母，

怕承认了难以忍受心理的失落。《辽宁卫视》“复合天使”栏目中发

生在 15 岁大学生徐瀚盛家中的事情就是典型案例。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期望取决于家长如何理解成功以及对成功的

追求。神童和天才在我们这个社会毕竟是少数，但我们太多的人不

能正视这一点，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牛娃”。在不少家长的观

念中认为上学就看成绩，成绩就是成功。殊不知，我们已经把事物

的联系想得太简单化了！如前所述，学习成绩不必然等于成功，成

功是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我们该对“状元热”降降温了，该对单

一的考核评价体系做出深刻反思了。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做

出大成就者，如爱迪生、达尔文、达·芬奇等，按传统标准评价，

不少人在年轻时的表现并不优秀，甚至很差；而另一个事实就是，

相当多的美国总统年轻时也是资质平平。一切至关重要的就是家庭

和家庭教育并没有抛弃和放弃他们。我们这个社会更多需要普通人

而不是天才，只要这些普通人能够做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事即可。 

愿我们都能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的孩子，不压制打击，不拔

苗助长，让孩子如山里的树、地上的草，真正回归到正常的成长轨

道。家庭教育的目的更的在于陪伴、支持和帮助孩子的成长，让他

（她）自身获得今后为社会价值的能力和素质！ 

再者，现今物欲充斥的世界很看重最终结果，以结果论成功，

以成败论英雄，这也对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学校教育如此，家

庭教育不能幸免，长此以往，危害深重。就家庭教育而言，看重结

果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家长在孩子教育中对所谓主干课程（升学最关

 

 ·8·

的家教进行时
淡 定

DANDING DE JIAJIAO JINXINGSHI

键的科目）的格外优待和对分数的追求，这些只要看看家长为孩子

报了哪些辅导班、培训班就可以了。孩子的成长是个行为习惯养成

的过程，越小越是如此，幼儿园和中小学期间尤为重要。家庭教育

切忌结果化倾向。要从小重视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不要整得还是

和现在教育的现状一样，中学补小学的课，大学补中学的课甚至小

学的课，不要都已经成人了，社会还要花时间和精力进行行为习惯

教育。家庭教育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从过程开始重视。 

淡然是一种心态。只有淡然，我们对世事，对小孩升学乃至以

后就业，对生活才看得更清、更透，才能活得更潇洒、自在，才能

沉稳应对，应付自如。 

以淡然的心态看待孩子教育，我们需要淡定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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