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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影响力

前

言

前 言

说到教育，估计每个父母都有一大箩筐的话要说。教育贵，教育

难，教育不得法……那么，教育真的有这么难吗? 是不是我们走入了什

么误区?

有一位农民父亲，大字不识几个，却把他的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

学生———女儿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理

工大学。每当说起两个孩子的教育时，他总是显得兴致勃勃。很显然，

他也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当人们问他是如何教育孩子时，他总是笑着

说: “我的办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我教孩子，而是让孩子教我。”

这位朴实的农民父亲说: “我小时候家里穷，供不起我读书，要指

望我教孩子，那只能是笑话，但如果不管他们，由着他们瞎混，我又不

甘心。想来想去，就想了一个办法———等他们上学读书的时候，我就跟

着他们一起学。他们每天从学校回来，我都让他们把老师当天讲的跟我

讲一遍，然后他们在那里做作业，我也在旁边做作业，我弄不懂的就找

他们问，他们弄不懂的就找老师问。这样他们又当学生又当老师，学习

的劲头不知有多大，哪怕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玩得热火朝天，他们也不

动心。他们的考试成绩慢慢的就到了全班第一名，甚至全年级第一

名……”

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原来教育可以这么简单———不需要高花

费，不需要高学历，不需要进名校，更不需要在周末疲于奔命地陪孩子

各处补习。父母只需要给孩子树立一个爱学习的榜样，给孩子一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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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围。关键是，你自身必须是一个善于运用影响力的父母，就像这位

平凡的农民一样，重视自己榜样的力量。就如马克思说的那样: “你可

以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去教育孩子，可最好的方式还是你的行动。”

这种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要比语言有力得多。

家庭教育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式和方法，它实际上就存在于日常

的点滴生活中，通过父母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深入孩子的内心。因

此，可以说父母给孩子的教育就是他们带给孩子的影响———好的影响，

坏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一生的，因此，父母万万不可舍本逐末，忽

视了自己本身的影响对孩子的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给孩子的成长注入动力、活力和空间。并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为孩子树立一个可以模仿的榜样。就像前面那个农民父

亲一样，自己每天晚上不顾劳累，坚持学习，无形中激发了孩子的学习

热情。

为了给广大父母提供更多、更好、更具有借鉴意义的家庭教育故

事，我们在《父亲影响力》和《母亲影响力》这两本颇受读者欢迎的图

书的基础上进行了合并修订，编写了这本保留原版精华，摒弃原版书中

一些生硬说教理论的《父母亲影响力》。本书通过对近 50 位名人的成长

经历进行研究，归纳总结经典的家教理念。一个个生动、真实的 “亲

子”故事，让读者看见了名人的孩童时期，仿佛他们也和我们的孩子一

样淘气、顽皮，胆小怯懦，甚至有某种缺陷; 看到他们的家庭也和我们

的家庭类似，或贫穷，或普通; 也能看到他们的父母也像我们一样，为

生计忙碌，为家庭奔波，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但是，这些平凡而又

伟大的父母们却通过自己在生活中的点滴言行来影响孩子，直至让他们

成为出色的人。他们的最终成就也让我们看到: 成功的家庭教育并不是

把孩子盲目地送到这个班、那个班，而是重视家庭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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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用，重视自身对孩子的影响; 他们的成就也再次验证了家庭是孩子的第

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并且是孩子的终身老师，是影响

最深远的老师。家庭教育并不是急功近利的教育，而是要给孩子人生真

正需要的东西: 好的心态，坚定的信念，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适应社

会的头脑……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要明确地告诉家长怎样教育孩子，怎样

改变孩子，而是要告诉家长，该改变的是父母自己，包括教育理念 ( 从

急功近利，到长远发展) 、教育方式 ( 不是具体方法，而是身体力行) 、

教育思维 (不要依赖学校，不要埋怨体制，要自己担当起教育、影响孩

子的重任) 从而让父母们认识到家庭中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能影响孩

子一生的教育，那就是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本书还想告诉父母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教”是教不出优秀的孩子

的，因为教只能教一时、一事，再有耐心的父母也不可能教孩子一生、

一世。真正优秀的孩子，是受身边人的影响而自我造就的，因为这种影

响激发了他们内在的天赋和活力，是一生受用不尽的。

最后，笔者希望本书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帮助父母认识家庭教育

的关键所在———自身的影响力，二是让孩子们从内心里认可父母，从而

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幸运、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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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榜样的力量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家长在家庭的特定地位以及家庭的特殊环境，

决定了家庭教育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父母在一言一行中会自觉不自觉

地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规范影响孩子、塑造孩子，可以说，

很多孩子的行为表现正是“父母意识”的反映。

父母的榜样力量是无形的，却是无穷的。那么，父母到底该如何给

孩子做榜样呢，从本章列举的这些名人的成长经历中，我们能找到很多

值得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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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之母:
做孩子成长的楷模

家教启示

教育孩子，方法很重要，为了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们可谓是煞

费苦心，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反观蔡母，她没有多少文化，更不具备专业技巧，却

把蔡元培培养成了后世敬仰的学界泰斗。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坚韧自强、以

身作则的实际行动对蔡元培的影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物小档案

蔡元培 ( 1868 ～ 1940) ，字鹤卿，号孑民，绍兴人。

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1898 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弃官离京南归，投身教育，创办

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

1912 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 年任北京大

学校长，1927 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

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司法部代部长等职。“九·一八”

事变后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后人称为 “学界

泰斗，人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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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母亲就是为我们的一生写下

开始的人，她给予我们的是静静流淌在血液里、深深蕴含在心底的生命

烙印。蔡元培先生的一生无疑是辉煌的，他崇高的人格堪为世人的楷

模。在他的成长中，母亲曾给予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勤劳、坚

韧、节俭的生活态度，以及最有效利用时间的生活方式。

蔡元培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母靠替人开钱庄来维持全家

生计。蔡元培 11 岁时，其父所在的钱庄因获利甚丰，于是加倍给伙计

发放了年终奖，但遭到东家反对，并责令偿还。其父因此抑郁而终，家

庭的重担落在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身上。

蔡元培的母亲共生育有 7 个子女，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先后夭

折，只留下长子、三子和排行第四的蔡元培，家庭负担极为沉重。蔡元

培的父亲去世后，亲友看到周氏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非常艰

难，便纷纷募款济助，却被周氏一一谢绝了。

周氏没上过几天学，但深明大义，性格倔强，她有信心独立把孩子

培养成材。为了满足孩子的成长需要，周氏自己省吃俭用，辛勤操劳。

一家人的衣服和鞋袜都是靠她一针一线缝起来的，还学会了给孩子理

发。孩子大一些后，她又利用空闲给人家做零活。

周氏对儿子的教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并利用细微的事情

教给孩子好的习惯。周氏温情的教育很得孩子们好感。她知道孩子的父

亲过世得早，很小的时候心灵上就受到了伤害，更需要母亲的呵护，因

此她跟孩子说话时总是和风细雨，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如果孩子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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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也只是说明理由，让他们自己改正。

蔡元培先生童年时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的母亲一直不忘培养他求知

的精神。蔡元培 10 岁才开始进学校读书，在此之前，一直是母亲教他

识字。蔡元培入塾后，母亲常陪着他做先生指定的家庭作业。有一次，

当看到蔡元培在灯下构思苦吟时，母亲觉得夜太深，儿子太疲倦了，以

致于思路不通，叫他干脆睡觉去，明天再早起续作。黎明即起的蔡元

培，竟能一挥而就。从此之后，他发现对于学习而言，早起比熬夜要好

得多，因此，他养成了终身早起学习的好习惯。这种好习惯俨然是得益

于她那聪慧的母亲。

母亲的善良、勤劳和坚韧在孩子们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迹。蔡元培后来的好学上进和正直无私都来自于母亲的影响。幼年丧父

是蔡元培成长中最大的不幸，但是拥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又是上苍对他最

好的补偿。儿童时期是最会模仿、接受事物最快的时期，让他们亲身体

会生活的不易，让他们亲眼看到自强不息给生命带来的奇迹。徐悲鸿先

生曾说: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贫穷不代表懦弱，弱小不代

表可以停止奋斗的脚步。蔡元培先生的母亲用她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的

重担，其自强坚韧的品格让年仅 11 岁的蔡元培懂得生活的艰苦不能成

为依赖他人的理由，自强不息会让生活充满希望。母亲用自己的行动向

孩子展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品格————自强。这是最鲜活生动的教育，

比起刻板的书本说教，更能让孩子深刻地理解体会。

母亲教给蔡元培的不仅仅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她更让蔡元培看到了

乐观会点亮生活的明灯。生活有着阴暗的一面，饥饿、贫穷和贪婪会毁

灭人的一生，但让孩子学会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乐观地面对艰苦的生活

才能使他们在生活的洪流中永不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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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之母:
是慈母，更是榜样

家教启示

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任启蒙老师，父母的性格、品行以及待人处世的一言一

行将成为孩子的成长榜样和力量! 因此，在教育孩子学习方面，不妨学习一下陈爱

珠，不仅要做一个舐犊情深的慈母，更要成为孩子的启蒙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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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档案

茅盾 ( 1896 ～ 1981 ) ，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卓

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

是他 1928 年发表第一部小说 《幻灭》时用的笔名。从

青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中国早期

共产主义运动，是党的早期党员。他从 1916 年起就开

始从事文学活动，在漫长的 60 多年中，创作了大量的

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子夜》。他同鲁迅、郭沫若

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建国之

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

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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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在家乡有女丈夫之称，茅盾能在青少年时代就走

上积极的人生道路，并成为一代文化巨匠，与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是分

不开的。茅盾曾无比自豪地宣称: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

茅盾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是个富有爱国心的 “维

新派”，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从心底

里讨厌八股。他最喜欢的是数学，自己买了一套教材，从代数、几何，

一直自学到微积分。他追求新知，根据上海的 《申报》广告，买了一些

声、光、化、电，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介绍欧洲西

医、西药的书。母亲陈爱珠是清代名医陈我如的女儿，出阁前就受到了

良好的家庭教育。她通晓文史，爱读小说，性情温良而坚韧，思想开明

而有远见。当她嫁给父亲的学生沈永锡后，又受到丈夫勤奋好学的影

响，经常阅读新出的书报刊物。这在当时封建气氛极浓的小镇里是很不

容易的。

茅盾是家中的长子，沈永锡与陈爱珠对他的教育是颇为用心的。茅

盾幼年时，母亲常给他讲《西游记》等有趣的故事。茅盾 5 岁时，母亲

觉得孩子该上学了，就跟丈夫商量给儿子启蒙。当时，茅盾家乡设有私

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不满意私塾里那些陈旧的教材，决定按自己编

写的一套内容教孩子读书。

沈永锡平时忙于研究数学，就让妻子在家里教孩子读书识字。这些

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 《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和 《地理歌略》

等自然常识读物。茅盾的母亲曾问丈夫: 为什么不教历史? 茅盾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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