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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谁能教育好你的孩子？法国教育家卢梭的回答是：只有你自己!毋庸置疑，父母、家庭对孩子一生智
力、情感、意志品质的发展都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家庭教育很重要，孩子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行吗？文化层次高的家庭给予孩子更多的支持？现今家
庭教育的普遍困局是什么？家长的文化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成绩和习惯？尊重、宽容、理解对
孩子有什么意义？你愿意做哪种类型的父母？什么是家庭最好的资源？家庭最该着力培养的是什么？幸
福能力很大程度从家庭中获得？……儿童与家庭教育专家陈宁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融合
教育教学一线实践与经验为你娓娓解答。

这是继《为爱守候——给家长的一些建议》一书后作者奉献给广大家长朋友的又一力作。作者力求
在这些教育问答中为你廓清在家庭教育中的一些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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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赵忠心 

我跟陈宁老师并不认识，不知道陈老师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我。他在电

话中说，写了一本家庭教育方面的书，请我给他的书写个序言推荐一下。

是有不少撰写家庭教育图书的作者找我写序言。我的确也写了不少。但

我并不是有求必应。有的书写得不好，达不到出版的标准，我便婉言谢绝。

为此，我的耿直脾气得罪了一些人。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是一个尚有社会

责任感的学者，我是家长的朋友，我不能昧着良心充当不够出版标准的图书

的“书托儿”。

我认真阅读了陈宁老师的书稿，觉得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家庭教育指导

用书，便答应给他的书撰写序言，也借此机会顺便谈谈我对家庭教育问题的

一些思考。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社会发展趋势上看到，在竞争日趋激烈

的社会生活中，要使子女将来能够立足于社会，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除了让子女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外，还必须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

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独特的优势和职能作用。在许多家庭里，做父母的都把子

女培养教育作为家里的头等大事来对待，这使我感到欣慰。

繁荣的家庭教育实践，给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丰富的

家庭教育经验，给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然而，我们的家庭教育理论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家庭教育

实践的需要。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行列之中。

重庆的陈宁老师就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善于思考、认真研究家

庭教育的有心人。他是小学的高级、骨干教师，从事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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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学生、家长的接触中，积累了丰富的指导家庭教育的经验，总结了很多

成功的家庭教育案例，探索了诸多家庭教育的规律。

此前，陈宁老师已经出版了一本名为《为爱守候——给家长的一些建议》

的家庭教育指导用书。在此基础上，他继续深入研究，经过刻苦努力，又撰

写出了《谁能教育好你的孩子》第二本家庭教育指导用书，奉献给广大家长。

陈宁老师的勤奋，对家庭教育工作的上心，令人钦佩，我深受感动。

现在做父母的，虽然都非常重视自己孩子的家庭教育，但我们的家长绝

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子女教育这方面的专门教育和训练，不具备教育子女的

科学知识，缺乏教育子女的能力。

特别是刚刚进入父母行列的“80 后”，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承担起培

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但他们缺乏实践经验；做父母的生涯往往又只能是“一

次性”的，没有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再来的机会。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心切，对子女的期望又非常之高，所以迫切需要进行指导。

现在，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书是出版了不少，显得很繁荣。但是，我不

能不坦率地说，目前市场上家庭教育类图书质量参差不齐，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什么样的书都登台亮相，“家庭教育专家”满天飞。有些家庭教

育方面的指导用书，家长看了，当时会很激动，似乎获得了培养孩子成材的“法

宝”。可是，在教育孩子的实践中，那些所谓的“法宝”并不灵验。因为很

多书不是引导家长朝着科学的育人方向来培养孩子，而是有意迎合一些家长

不正常的心态，讨好家长，内容与科学理论、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相违背。

有的把培养个别孩子的具体做法当作“普遍规律”“灵丹妙药”，大张

旗鼓地推销；有的大肆介绍外国家长的经验做法，又不大适合中国的国情。

有的家庭教育指导用书的作者，没有接受过教育方面的专业学习和训练，

也没有从事教育实际工作的经历，使用剪剪贴贴的办法，把从网上搜罗的东

西拼拼凑凑成没有任何内在逻辑的“大拼盘”推向图书市场。

一些大众传播媒介也不分青红皂白，不遗余力地“热炒热作”，把一些

根本经不住推敲的家庭教育用书捧上了天，引导不大熟悉家庭教育理论的家

长在不经意中走向误区，使许多家长大失所望。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这种情形，许多有良心的专家、学者十分担心。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家长都希望有人编写真正科学的家庭教育读物，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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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听，使求学若渴的年轻父母获得教益，以便把家庭教育建立在科学的基

础之上。

陈宁老师的《谁能教育好你的孩子》一书，就是适应这种强烈的社会需

求而精心编写的。

这本书采取问答的手法写作。全书分成 20 多个专题，共有 400 多个题目，

涉及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对于家长在家庭教育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惑、难

题逐一做了简单明了的解答，犹如家庭教育的“百科全书”。

陈老师的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阅读过的家庭教育著作是

相当多的，我发现这部书独具特色，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家庭教育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它既有理论上的

问题，也有实践上的问题。给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教育科学训练的家长，只是

讲一些空洞的理论，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不讲理论，只是教给他们一

些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他们没有从理论上理解，即或有再好的方式方法，

他们也不会运用。陈宁老师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上下工夫，使二者融会贯通。这本书既坚持了科学性，又密切结合家庭

教育实际，把教育子女的科学理论和具体做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既可以

从书中“悟”出教育子女的道理，又能学会如何恰当地灵活运用教育子女的

方式方法。既能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增强家长教子成材的信心；也能解决

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教育的效率。

第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前无古

人的事业。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的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都带有鲜明的

时代特色。家长们在教育子女的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有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当今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作者注意到，在给

家长们传授教育子女的科学知识的时候，不仅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

家庭教育传统，更要针对家长们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引导家长进行科学的思考，更新教育观念，抛弃旧观念，树立现代的教育思想。

读者阅读此书，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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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性和个性相结合。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们所遇到的问题，有的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每个

家庭都是个别的，是特殊的，孩子们也是如此。完全同样的家庭是不存在的，

完全同样的孩子也是不存在的。作者在书中，不仅给读者介绍了家庭教育的

一般规律，介绍了为一般家长都使用的理论，还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教育问题

做了专门的论述，介绍了他在平时教育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

努力做到共性和个性相结合。既满足一般家庭教育子女的需要，也考虑到特

殊家庭教育子女的需要。我想，一般家庭和特殊家庭，有普遍性问题和个别

问题的家长都可以从中得到帮助。

第四，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陈宁老师考虑到，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生活经历不同，受教育的

程度不同。既要照顾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家长，也要照顾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

的家长；既要提高，也要普及，应当有一个恰当的定位，要从绝大多数家长

的实际出发。陈宁老师这本家庭教育指导用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文化水

平高的家长读起来不觉得浅，文化水平低的家长读起来也不觉得深。作者努

力把理论通俗化，把科学术语大众化，尽可能用一般家长能看得懂、弄得明

白、了解得了的语言表达；并且列举了生动的事例，进一步印证理论的论述，

使人感到这部书“立意深刻，表达通俗”，真正做到了“深入”而“浅出”。

陈宁老师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跟家长接触广泛，他了解当前家庭教育的

现状，理解家长的需求。他的《谁能教育好你的孩子》一书是他奉献给广大

家长精美的精神食粮，我深信一定会受到家长的欢迎，成为广大家长的良师

益友。

 
赵忠心 :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家庭教育学

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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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是在他人的需要中看到责任

肖  川 

没有使命感的教育是盲目的，没有责任担当的教育是轻薄的。使命与责

任赋予教育以高度和灵魂。

和陈宁老师的相识，缘于他恳求我为他的第一本家庭教育专注《为爱守

候——给家长的一些建议》写序。对于长期躬耕在教育实践一线的一个有理想、

情怀、信念，有责任与使命感的教师，我欣然应允。

2015 年 4 月在深圳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中心主办的“2015 年全国生命

教育年会”上，我见到了陈宁老师，他踏实而谦逊。在年会上所作的《生命

的成全，从家庭教育开始》的专题讲座，给与会专家、代表以及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对于一个一直躬耕于教育实践的老师来说，在繁杂的教学事务中，还能

静下心来读书、写作，并把这些教育的心得形成文字，以奉献于我们的家长

和社会，这是需要毅力和情怀的，同时也需要一份使命与责任。在陈宁老师

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情怀和使命，我为他感到深深的高兴。

在拿到他寄给我的第一本书的一年后，陈宁老师又请求我为他的第二本

书作序。对于这样一个热爱读书、写作，又善于反思、总结的教师，我有什

么理由拒绝呢？唯有再一次的欣然应允。

这些文字，都是陈宁老师鲜活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它来自一个教

育者对家庭教育现状深刻、细致，入微地体察，也来自于一位孩子的父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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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思考和探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他的目的是祈盼能

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解答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一些迷茫和困惑，

给我们的孩子营造更好的家庭教育生活，以促进他们整个生命的健康成长。

在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孩子的学业成绩，个性品质以及

人格的健全发展。现今，整个社会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水平不容乐观，提高家

庭的教育素养，刻不容缓。我很高兴陈宁老师在儿童与家庭教育这一领域里

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耕耘着，并收获着。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的生命成长架设这样一座桥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协同配合，共同为孩子的生命成长奠基。《圣经》里说：“爱就是在他人的需

要中看到自己的责任。”陈宁老师看到了他的责任。祝福陈宁老师！也祝福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愿我们都能秉持这一份使命与责任。

　　　　　　　　　　　　　　　　　　　　　　　　　　　　　　　　　

2015 年 9 月 15 日于北京

肖川，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教

育哲学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课程

中心首席专家，我国生命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出版有《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等 20 多部著作。



推荐序

孙效智 

我是在 2015 年中国生命教育年会中认识陈宁老师的，他对教育的热忱及

关注让我印象深刻。回台湾后翻阅陈老师的著作《为爱守候》，书中阐述的

教育理念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在台湾长年推动生命教育，目的就是希望导正当今社会过度重视“人

才教育”，轻忽“人的培育”的偏颇现象。人才教育重视的是读写算与竞争

能力，人的培育则重视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因此，首重生命意义与人生观的

探索，对于道德真理以及各种真理的批判思考，还注重每一个人灵性自觉的

启发以及知情意行的统整。人的培育是方方面面，由内而外的过程，不仅需

要学校教育，更需要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配合，才能帮助人们活得像一个

人，提升生命的智慧，深化人生观的内涵，并能真正把深刻的价值观予以内化，

并能“诚于中，形于外”地将之实践出来。本书摘录“微信”上的《陈宁之

随想》，可说是陈宁在家庭教育层面上回应上述有关“人的培育”的种种思考，

具体面对教学、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后所提出的观点。 
陈宁老师在书中多处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教育孩子需先从教育自己

开始”，这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培育生命教育师资的路上，我也不断对

接受生命教育专业陶成的老师们说：“不要只想着怎样‘教’学生生命教育，

要先想想怎样‘改变’与‘启动’自己的生命”。唯有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生

命热度与智慧的人，才能以身教及言教来影响学生及生活中周遭的人。依此，

这本书与其说是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如说像一面镜子，让读者从中好好

看看自己，无论是作为父亲、母亲或是老师，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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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父母或老师？要给孩子哪些观念与习惯的导引？唯有自己清楚了，也

生活出来了，孩子才真的能看到学习的典范。祝福各位都能成为孩子生命中

的贵人。

 

 孙效智，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兼生命教育中心主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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