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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者从十多年的教育经历出发，以随笔的形式，面对学校教育中大多数学生出现的具体问
题，给家庭教育提出一些建议。从儿子的家庭教育出发，以案例的形式，分享其在家庭教育中

一些智慧、得失，以及反思。本书摘录了作者与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一些具体问答，问题鲜活，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作者力求把教育理念、教育经验、文学素养、教育和人生的感悟熔

于一炉，给家长呈现一本引起思考，改变家长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素养的书。该书由教育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英国教育哲学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肖川教授推荐并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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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信念　情怀

肖　川

“学校教育如果没有家庭教育的协同，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教师，不仅应

该有专业的素养，还应该有广阔的教育视野，如此，我们才能更加从容淡定。”

北京的夏天是闷热难耐的，可读着这样的文字，犹如塞外的风，给这个夏天带来

了丝丝的凉意。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前我出版的书，居然能让一位从教十多年

的陈宁教师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一篇篇真诚、充满温暖哲思的教育随笔和案例。

陈宁老师的书，让我再一次确信：文字和思想，确实有这样的魅力，它能穿越

时空的距离，抵挡风沙的肆虐，岁月的侵蚀，而岿然不动，安之若素。但它情感的

热度和蓄积的力量，却丝毫不会减之一分，不管你在意不在意，它都在这里，并时

时散发出油墨的馨香。

教育应该是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教育是没有高度的教育；教育应该是有信

念的，没有信念的教育是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教育；教育还应该是有情怀的，没

有情怀的教育是没有生命的教育。

陈宁老师谈的虽然是家庭教育，可他却触摸到了教育的真正主题：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

爱，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家庭、父母，是给予孩子爱最多的地方。给予孩子爱，给予孩子完整、完满的

家庭教育，孩子的人生将会幸福和快乐得多。

“缺乏家庭教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缺乏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的人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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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整的人生。在教育孩子、守护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了家庭教育的有力

支撑，孩子生命成长的过程将丰盈、丰厚得多。”

“一个孩子最大的幸运和幸福是有一个懂得怎样教育和爱他的父母。孩子的

生命成长或许会有波折起伏，但在我们充满慈爱和希望目光的注视下，孩子的人

生将会变得充满温暖和光明。”

一个家庭的文化素养、文化人格、教育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一个

孩子的文化素养、智力、心理、人格等的健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孩子的

优秀，在很大程度上是家长造就的。孩子的糟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家长不

懂教育造就的。

提高家庭的教育素养，是每个家庭都需要面对的。因为，正确的教育是孩子

的快乐和幸福，错误的教育是孩子的痛苦和泪水。

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应该做一个不断学习的家长。知识的源泉活水，会不断

地滋养我们家庭教育的生命。我们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开放多元的家庭文化生

态，创建一个和谐、民主、宽容、尊重的家庭环境。培育孩子的思想，培养孩子的独

立能力。顺应孩子的天性，充分挖掘孩子的潜能，让孩子充满自信，去收获他们生

命中的每一份成功和快乐。让阅读诗意地栖居在他们的心灵，让读书成为他们的

一种生活方式，在强健其体魄中也在构建着自己精神的强健。

我们不停地奔跑，争取领先，但是总有一刻需要停下来想一想：这条路是通向

梦想还是通向深渊？

不必讳言，我们的家庭教育还存在诸多弊端，我们的家庭教育的素养还需要

得到极大提高。

一位班主任，一名语文教师，一个孩子的父亲。从教师的角度看家庭教育的

得与失，从父亲的角度看学校教育的利与弊。从一个教师的角度给家长提出一些

建议，从一个父亲的立场与大家分享家庭教育的智慧和得失。

我很欣喜地看到，陈宁老师试图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以使我们的教育能更好地达成。在架设这座桥梁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竭

尽所能地添砖加瓦。因为这座桥梁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走过的，它的畅通与

否，直接影响着我们生命的质量。

怀着一份理想，抱持一份信念，拥有一份情怀，我们将拥有不竭的教育生命。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６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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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肖川教授

妻读名师研修班，抱回一摞书，放进了书架。它们闲散而慵懒地躺在书架的

一隅。山城的夏，闷热难耐。百无聊赖，“肖川”，一个名字蹦入了我的眼帘。

抽出肖川教授《教育的情趣与艺术》翻了起来，本想随意翻翻，不想，这一翻，

肖川教授就陪伴了我整整一夏。

从来没有一本书，让我如此地沉醉。从来没有一本教育的专著，让我读得如

此的热血沸腾。从来没有一位作者，让我对教育有了如此不同的思考。清爽而抒

情的文字，肆意地播撒，坦诚、犀利而又如此的酣畅淋漓，肖川仿佛瞬间点燃了我

心中的激情。

既以沉醉，那就不要再醒了罢。人生，不仅需要一点骨气和境界，也需要一点

理想和情怀。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无疑会奔泻一地。

还那样浑浑噩噩地过吗？还那样因为找不到教师职业的幸福等着退休吗？

还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吗？不，人生，是需要认真做点什么，奉献点什

么。

人啊，如果不实现自我的突围，我们终将湮没在空虚的无聊和孤寂之中。

肖川教授在书中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件事成就一辈子”。

我没有那样的坚定信念，但我可以慢慢做些事呀！

既以感动，那就行动吧！“感动并行动，如礁石一样千疮百孔却快乐地兀立

着，瘦骨嶙峋地悠长。我们必须给自己找个安身立命的支点，接下来去不慌不忙

不糊涂不焦虑地从容安详飘然一生。”我很欣赏著名作家、心理医生毕淑敏说的这

些话。

那就给自己的生命找一个支点吧！让自己的生命从容而安详。

２０１３年７月，送走了一个毕业班，又新接了一个班。在和新班的家长还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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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之际，我能做点什么呢？

一天，鬼使神差，编了一则短信，简要说了些教育孩子的观点，不曾想，引起了

家长的一些反响。被人需要的感觉是快乐的。于是，就这样一句句地写了下去。

其间，收到了家长的支持和鼓励。这些支持和鼓励，变成了我思想的溪流，蜕变成

了一个个温暖的文字。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写着。一天，脑海突然迸出一闪念，何不把这些短短的文

字连起来，变成一篇篇的文章？我为自己的小聪明自鸣得意。

就这样写着，一篇篇。一天，脑海又迸出一闪念，何不把这些文章汇起来，编

成一本书，请肖川教授给我写序？我被这样的大胆闪念给吓住了。且不说我才疏

学浅，即使完成了一本书，大名鼎鼎的肖川教授会给一个普通的老师作序？心里

很是惶然。

先不管肖川，还是踏踏实实地写吧！

一则则短信，不间断地发到了家长的手机里。一段时间后，我看到了孩子们

眼神的变化。

一篇篇文章，就这样写了下来。但肖川教授的名字，老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是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曾经给予过自己深切精神导引的人。他让我仰望！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脑海始终萦绕着一时迸出的两句话：“学校教育如果没有

家庭教育的协同，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教师，不仅应该有专业的素养，还应该

有广阔的教育视野，如此，我们才能更加从容淡定。”

“书到用时方恨少”，“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真要把自己的思想变成

文字，才发觉自己的浅薄，才发觉作学生时老师讲课不该木然地望着窗外。浅薄

又有什么关系呢？浅薄是通向深邃的必经之路。于是，蒙台梭利、马卡连柯、卢

梭、杜威、肖川、朱永新等教育名家进入了我的视野。王国维、余秋雨等文化学者、

名家跃进了我的书橱。荣格、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心理学大师走进了我的魂魄。

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先哲涌入了我的精神世界。《诗经》《红楼梦》等巨著滋

养了我的笔端……越读越感到知识的匮乏，使我萌生想再回学校的愿望。

“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只要明白了，还不算晚。

就这样读着，写着，每天到游泳池运动着，日子悠长而安详。来了春，走了夏，

即将又进入秋。

书稿基本成型了。在我即将付梓之际，我又想到了肖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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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肖川教授，他给了我精神的指引！

与肖川教授在一起

Ⅲ仰望肖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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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如果我们把它们比作是培育孩子的土壤的

话，那么，只有土地肥沃，土壤微量元素、矿物质等成分恰到好处，才能培育出美丽

的花朵。 今天，我们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节衣缩食，挤破脑袋都想把孩子

送进名校，以为进了名校，孩子就会学习成绩优异，个性品质得以健康地发展，似
乎孩子的前途一片灿烂。 我无意贬低名校在孩子的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
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但是，学校教育、名校

教育不应是孩子教育的全部。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如果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缺

失，等于土壤营养元素的流失，必然会造成教育土壤的板结，通透性的滞塞。 在贫

瘠的土地上培育出的花朵，必然不够健壮、美丽。 教育的道理亦然。
今天，我们的整个社会道德较为失范，人文精神式微，要靠社会教育我们的孩

子，似乎不大现实。 那么，就把我们追寻的目光投向学校吧！ 中国目前的学校教

育，我们的家长可能见仁见智，心中五味杂陈。 我不否认我们在教育方面取得的

巨大进步，但也不能忽视今天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老实说，我作为一个教育

工作者，也常常为我们的教育扼腕叹息。 在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的今天，素质教

育的真正实践，还步履蹒跚。
我们的家长都在追求名校，其声势，如滔天巨浪，裹挟雷霆万钧。 抛开教育的

公平不谈，我想说的是，家长，我们的孩子进了名校就一定保险了吗？ 我的观点

是：好学校有一般老师，一般学校也有好老师。 我们的孩子进了名校，如果没有遇

上一个有先进教学理念和专业素养的老师，那么孩子会有好的发展吗？ 这恐怕值

得怀疑。 这样说，是否我们的学校教育就悲观一片呢？ 那倒未必，我只是认为，社
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完满教育的三角。 三角形最具稳固性，这已经是

证明了的真理。 对孩子知识世界、精神世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构建，需要三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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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力量的协同，缺乏任何一股力量的支撑，孩子的世界都可能轰然坍塌。 前面我

已经说过，社会教育，我们个人无法改变，学校教育，我们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保

证，如果我们再忽视家庭教育，孩子的星空必然黯淡。 正如法国作家卢梭在他的

《爱弥尔》一书中所说：

教师教给他一切的知识，却就是不教他认识自己，不教他利用自己

的长处，不教他如何生活和如何使自己幸福。

当我们把全部希望的目光投注于外部世界时，世界是飘忽不定和难以把握

的。 如果要把握自己，把握自己的孩子，还得需要操之在我。 既把希望的目光投

向学校和社会，又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希望，这才是明智之举。 如此，面对孩

子的教育，我们才会多一分成功的希望，多一分操之在我的淡定与坦然。
谁能教育好我们的孩子呢？ 用卢梭的话来回答就是，“只有你自己”。
今天，我们的家长普遍缺乏正确、系统的家庭教育观念。 正如我在家长会上

对家长说的，我们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知识，恐怕和我们的孩子一样，
还处于萌芽、幼稚的阶段。 我常常发出这样的慨叹：在孩子教育的路上，最该受到

教育的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的家长。 我常常看到，许多聪明的孩子，由于缺

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导致生活习惯投射，影响了学习习

惯，造成了他们学习效率低下，丧失了学习的信心。 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那么想要学好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们的孩子变得对学习不感

兴趣，甚至厌倦，而我们的家长依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一个好端

端的、聪明的孩子，就这样被毁了。 毁了一个孩子，就毁了一个家庭的希望，也就

毁了一个家庭。 有的家庭，由于家长毫无原则地溺爱，导致孩子骄横、任性、自私、
狭隘……在一个班级难以融入集体，遭到同学的孤立和冷落，经过老师的提醒，家
长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下去，对孩子身心健康、个性心理品质、良好人格

的塑造都构成了威胁。 有的家庭，长期奉行的是训斥和棍棒教育，孩子得不到应

有的尊重、宽容、鼓励和充满智慧的爱，导致孩子严重自卑以及心理的问题，这就

为孩子的成长埋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凡此种种，让身为教师的我们常常扼腕

叹息。 苏霍姆林斯基在《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说：

生活向学校提出的任务是如此复杂，以致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

家庭的高度的教育学素养，那么不管教师作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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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效果。 学校里的一切问题都会在家庭里折射地反映出来；学校的复

杂的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困难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家庭。 人的全面

发展取决于母亲和父亲在儿童面前是怎样的人，取决于儿童从父母的榜

样中怎样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环境。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一个家庭，如果失去了孩子这

个希望，那么几乎等于失去了整个家庭的希望。 当我们的孩子品行发展良好，成
绩优异的时候，我们觉得整个家庭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即使生活再苦再累，我们

也认为生活是美好的，空气中散发着希望和甜蜜的芬芳。 因为，孩子是我们生命

的延续，是家庭的希望所在。 当我们的孩子品行发展糟糕，成绩一塌糊涂或者桀

骜不驯时，即使我们的事业再成功，我们也会唉声叹气，也会觉得生活不那么完

满、如意。 原因在于，孩子的生命成长，我们无法忽视；孩子的一冷一暖，一举一

动，都牵扯着我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失去一个孩子，等于失去一个卓越的社会建设者

和创造者，或者说，失去了一个栋梁之才。 谁也说不准，在我们的孩子中，如果有

良好的教育，就会有若干个诺贝尔奖的诞生。 更为重要的是，孩子是民族、国家的

希望所在。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雄

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重视家庭教育，努力提高家

庭教育的素养，作为家长，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整个国家和社会也要注意培

养、普及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像普及医疗健康知识、法制知识那样，普及全社会

的家庭教育意识。 因为，正确的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快乐和幸福，错误的家庭教

育，是孩子的痛苦和泪水。
缺乏家庭教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缺乏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的人生是不

完整的人生。 在教育孩子、守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了家庭教育的有力支

撑，孩子生命成长的过程将丰盈、丰厚得多。 不要以为孩子的智力发展只是学校

教育的结果，著名的奥地利个体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儿童的人格教

育》一书中说：

儿童的智力发展一般主要取决于家庭环境。 那些家庭环境较好的

家庭能够给孩子提供帮助，身体发育较好的孩子通常也获得较好的精神

发展。 不幸的是，那些精神发展顺利的儿童往往会被预订从事脑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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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较好的职业，而那些精神发展较慢的儿童则会去做体力劳动或较差的

职业。

以我十多年的教育、教学经历来看，我同意阿德勒的观点。 这里的家庭环境

的帮助不仅仅指的是提供给孩子的物质环境，更重要的是提供给孩子的精神环

境、智力的支撑，平等、和谐、民主的家庭文化氛围的营造等。 成功的家庭教育将

为孩子的学校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家庭教育较为成功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习

惯、学习习惯、学习成绩、个性品质以及人格的发展都比较好。 这样的孩子更积

极，更自信，更乐观。 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支撑让孩子在学校教育中如鱼得水。 孩

子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地畅游，在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中迈下稚嫩而坚实的

脚步。
如何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
我觉得首先需要的是学习。 对于家长来说，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教育时，我们

从未经历。 孩子的家庭教育，也不会让我们准备好了才开始。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我们只能边学习边教育，家庭教育相比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它的特殊性在

于此，它教育的难度也在于此。 因此，唯有学习，向书本学，向教育专家学，向取得

过成功的家庭教育的家长学，我们才能给予孩子知识和生命的指引。 唯有学，才
能开阔我们家庭教育的视野，启迪我们家庭教育的智慧。

其次，不断地教育实践，把学来的教育理论和理念转变为自己的教育智慧。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和孩子的生命共同成长，我们

才会知道哪些教育理念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

独特的个体，没有任何一个教育理念会适合所有的孩子，唯有在正确的理念指导

下，因材施教，才会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最后是不断总结反思，及时修正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观念、行为。 在别的孩

子身上可行的，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不一定可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唯有不断地调整，把教育观念与自己孩子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教育，才会让孩

子的生命迸发盎然蓬勃的生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条艰辛的单向旅程，取得了成功，我们会欢

欣鼓舞。 失败了，我们也不会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因为，人生从童年到少年，从少

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是不可悖逆的。 因此，唯有“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何以如此的审慎？ 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深爱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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