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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言传身教教育原则，是指家长对孩子以自己高尚的品

行树立起榜样，起模范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在教育过程

中既做到循循善诱又以身作责。做到欲正人，先正己。

言传身教的一般要求: 家长要品德高尚，要实事求是

向孩子传授知识、解决疑难，同时，自身又是孩子值得信

赖和学习的榜样。

第一位教师

你是孩子的 “第一位教师”，你的工作应该从哪里

开始?

要想让你的孩子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就必须具有

良好的生活习惯。孩子是父母的影子，俗语说，“有其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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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子”，你自身的思想行为必然影响到你身边的孩子，你

的生活习惯是他最容易模仿和学习的。对于孩子来说，最

容易沾染的是父母身上的坏习气。许多家长老是骂自己的

孩子什么脾气不好，学习马虎，生活没有规律之类。其实，

他拿镜子照照自己，自然会发现首先是自己脾气不好，学

习马虎，生活没有规律。这样的 “第一任教师”真糟糕，

所以，你这个 “第一任教师”，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孩子面

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了解子女

以前我认为我是父亲，一定很了解自己的孩子。对犯

了错误又不想承认错误的孩子，或者认为孩子不能自作主

张的时候，动不动就把你有 “多少斤两?” “有多少肠肚?”

“懂什么?”“我看透了你!”之类的话常常挂在嘴边的。现

在想来是我自以为是的结果，其实我并不很了解孩子，对

孩子的一切行为也只是熟视无睹，或者说只了解了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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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表现，尚未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孩子很快就要小学

毕业了，但是他过去那种懒散的坏习惯总是不能改掉，学

习一点紧张感都没有，放学回家，总不能认真复习功课，

老是那样入迷地跟电视打交道。我们做父母的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夫妻常常叹息: 我算看透了，竖子不可教，这哪

里是念书的料。其实，孩子心里非常紧张，这种情况是在

我跟孩子的班主任了解之后才知道的。

在学校里，孩子对老师说: “老师，我非常想下功夫读

书，我希望考上重点中学，但是我觉得学习的压力也太大

了。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也恨我平时不能够认真地学习，

现在复习起来很吃力，回到家里，一看爸妈的脸孔，我心

里对学习就马上感到厌烦，所以只能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

打开电视机，让那些动画片迷醉自己……”我的心里禁不

住一颤: 啊，我原来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在我的心里

我是从来没有认为孩子会有这么丰富的心理活动，孩子只

能够是听话的，因为我像孩子这样小的时候，是十分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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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话的，学习也非常自觉和努力，学习的成绩也是在班

上名列前茅。我把自己的过去，作为一面镜子搬到了自己

孩子的面前，我把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在内心深处强调成

为孩子的榜样，其实，孩子不买我的帐，他也没能在我的

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他也未能把我当成他的榜样。他

只感到我做家长的对他有一种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又未

能放弃他自己的童真，玩比学习更开心。于是，他在一种

很矛盾的状态下，坚决选择了比学习更轻松的事情———看

电视。

我们做家长的把自己的过去当作参考资料来来了解孩

子，这是一个不经意的家教盲点。所以我在孩子的学习过

程中只一味地强调他的学习，结果是吃亏了的。只一味地

强调孩子学习，学习，再学习，只能说当家长的不了解孩

子，造成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离，这样的教训是值得

记取的。从刚才的分析上看，我是从本质上没能了解孩子。

一个了解孩子的家长，他一定能够了解孩子的个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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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毅力、生活习惯、学习热情、劳动态度……对孩子

的了解是无止境的，所以对孩子不要随便下断语，一个不

好的 “断语”会贻害孩子的终生。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要想了解孩子你必须经常地

和孩子谈心，了解他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传授孩子需要学

习的相关知识和道德修养内容。如果你缺乏了这一点，你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不应该

有任何借口说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与孩子交谈和陪孩子玩。

人们说，一切是为了后代，既然如此你就得多关心多教导

自己的孩子。教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你不接近孩子孩子

就必然远离你。有朝一日，当你想把 “出轨”的孩子拉回

自己的身边，已经是心想力无能了。

要想让孩子接受你的思想和愿望，教导过程中应该时

时处处注意营造民主的氛围，让孩子发言是最好的教育。

要让孩子说心里话，他对你说心里话了，那么你的教育就

意味着成功，因为能够让你真正了解孩子的还是发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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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说话。

令孩子悦纳自己

做父母的不要以为自己的孩子肯定是喜欢自己的，其

实许多孩子并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对父母的行为常常很反

感。当然，天底下没有多少个孩子不爱自己的父母。这里

我们要把 “爱”和 “喜欢”分开，爱一个人是包括他的一

切，当然也包括了他的缺点，而喜欢，只能说是喜欢一个

人的优点，喜欢他看的顺眼的地方。一个孩子，对父母的

喜欢与不喜欢，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了好久，也想

了很多，渐渐地我好像明白了，孩子对父母的喜欢与不喜

欢是有很多方面的，但是，集中起来最突出的还是对孩子

的管理方面，特别是对孩子的 “说教”。做父母的也明白，

教孩子做人是要讲许多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让孩

子喜欢你说道理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必须尽量生动有趣

地跟孩子交谈，老实说就是大人们都不喜欢听别人说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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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道理。说教幽默的父母更容易让孩子喜欢，因而更能

塑造优秀的孩子。

教育孩子，大道理要适可而止，最重要的是要敲响孩

子心灵的钟声。要说 “小道理”，深入到孩子为人做事的细

节，细微之处见教育呵。要实话实说，不要借题发挥，这

样，孩子是比较容易喜欢你，接近你。

和孩子谈话不要铺天盖地，漫无边际，废话连篇，这

样做只能使孩子无所适从。此时，教，不如不教。所以，

你每次与孩子的谈话必须有一个中心，必须做到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对症下药，适可而止。

一个孩子经常会犯同样的一种错误，但是我们不能重

复同样一种方式的教育。比如，我的孩子每当假日来临，

早上总是睡得很迟才起来，他妈妈每次都是向他提出警告，

并且是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要动手揭被子，把他拉下床

来，但是始终不能帮助孩子克服这个毛病。有一次，我心

灵一动，决定不警告孩子也不提孩子睡懒觉的事情。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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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房门口，向仍赖在床上的孩子说另外的一件事情，

我表扬了孩子近期学习英语的成绩很好: “孩子，我想向你

问一问你的英语成绩为什么能这样好呢? 你这样下去，学

习一定很有前途”。我心里本来不打算他会有什么反应意想

不到，他的心灵给我激活了，马上回答我说: “刻苦勤奋

吧”。我也立即回应他: “这就对了。”随后，父子俩都没有

说什么话。我继续回到我的电脑室，开始我的工作。

很快，孩子起了床，洗过脸，自觉地拿起语文课本高

声朗读起来。从此以后，我对我的这种绕弯子的教育办法

感到了兴趣。所以，同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有许多解决的

办法。对孩子经常所犯的同样一种错误，我们绝不能死板，

老是那个腔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可以是批评警告，可

以是提示启示和暗示，可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绕过弯子

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孩子毕竟是父母的孩子，即使他有

缺点，你的方法得当，肯定会达到你对他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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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胜于言传

的确，孩子的好与坏，与父母的言行举止有着直接的

关系。且听下面一位母亲的叙述:

每逢老人生日或母亲节、父亲节，我总喜欢带上儿子

去逛商店，与他商量买什么给公公、奶奶。一边挑选礼物

一边讲公公奶奶的故事给他听，让儿子也学着孝顺老人。

此外我们平时参加的社会公益活动，植树捐助等，也都带

儿子参加，并与他沟通感受。于是，儿子写下了 《妈妈助

残》、《我教残疾人学电脑》、《稿费捐山区》等一篇篇内容

充实，充满生活情趣的小文章。《妈妈助残》还获得了全国

小学生作文竞赛佳作奖。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教会了儿子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善良的有

爱心的人。

这的确可以看出，“身教”比 “言教”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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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

要想孩子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做到文明守纪、行为规

范，你必须自己首先做到这些。培养孩子成长，发号施令，

孩子找不到楷模，你的良心虽好也徒然。

几乎所有的教育专家都肯定家庭的示范性是家庭教育

的特点和最根本的法则，所谓示范性，便是指家长的身体

力行和以身作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根本不同，就在

于后者有着固定的场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测验

等等，而前者则是随时随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父母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对孩子的教育。因此，所谓为

人师表，其实父母更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相对而言，其

行为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比普通的任课老师要大得多。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 “父母对自己的要求，

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敬，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这

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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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 “没有父母的榜样、

没有父母在互相关心和尊敬中表现出来的爱的光和热，儿

童的自我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只说 ‘是’，那不是教育，

‘打’的结果更糟，最重要的是以身作责，给孩子做好榜

样。”他还说: “谁能以自己的生命倍增人类的宝贵精神财

富，谁能进行自我教育，那他就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中国有这样的古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对于孩子的教育，

其关键之处则都在要求父母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出表率，

以达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效果。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儿女的的第一任教师，

也是终身的教室。他们对子女有一定的权威性。儿童的学

习始于模仿，也喜欢模仿，易受暗示是儿童突出的心理特

点。由于儿童的生活经历浅，判断是非能力差，判断往往

是 “他律的”。父母也就自然成了孩子最早、最直接、最经

常的模仿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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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志趣、习惯都对子女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十分重视

父母这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的以身作责、言传身教，他说:

“孩童最易受影响人者也，父母之言行举动，子女多于不知

不觉中被其激触，效而为之。今日之学子，即他年之父母

也。为学子而行欺，是不啻引将来子女之行欺矣。可不

慎哉?”

由此可见，做家长，尤其是做父母的，必须重视以身

作责、言传身教，做孩子的表率和榜样。陶行知在他的

《儿子教学做》一文中指出: “我希望每一个儿子做成一个

什么样的儿子，我得把我先做成那样一个儿子。我要教儿

子自立立人，我自己就得自立立人。我要教儿子自助助人，

我自己就得自助助人。”他自己的一生就是 “追求真理做真

人”的典范。他要孩子治事认真，他自己就在孩子的心目

中树立了做事有条不紊、善于用科学方法处理事物的形象。

如他的长子陶宏回忆说: “父亲做事有条不紊，最善于 ‘用

2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