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式父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式父教>>

13位ISBN编号：9787206054310

10位ISBN编号：7206054315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东子

页数：2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式父教>>

内容概要

　　这是记录最新型理念的家庭教育著作。
在这里作者全面分析了父亲不信仅只是个家庭角色，更是极其重要的教育者，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
用影响孩子的整个人生。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席会导致孩子丧失坚强、勇敢、自信、刚毅等诸多良好品质，你亲是一个人终
生的职业 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父教缺失的著作，被称为“传奇教父”东子的倾力之作。
《中国式父教》用生动的文笔告诉每一位父亲，父亲不仅仅只是个家庭角色，更是重要的教育者，其
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母亲。
可惜很多家庭忽略了这一点，因些家庭教育中很难找到父亲的身影。
“父亲”回归，成为教育的期盼 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父亲的角色就赋予了很多义务和责任。
尽一个家长的所能去爱他，去抚育他，不仅仅只是母亲的事情，更需要每一个做父亲的以男人的角度
去思考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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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东子，原名范景宇。
1966年11月生于吉林扶余，做过编辑、记者、节目主持人和大学教师、心理医生，被100多所中小学校
（幼儿园）聘为学生心理健康指导顾问。
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研究20年来，出版《最快乐的家教》、《快乐教育18法》、《亲子天
空》、《应试之外别样路》、《中学生心理问答360例》、《为自己喝彩》等教育学、心理学著作18部
。
应邀为西安、杭州、大连、青岛、长春、重庆、长沙、南京、广州、北　　京、深圳、沈阳、天津等
地学生家长作相关报告1000多场。
　　其女范姜国一边玩边学，3年半读完小学，连跳两级、不满10岁升入初中，并出版了自传体纪实作
品《玩过小学》，其学习成绩、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学习能力、自理能力、适应能力、交际能
力和心理素质均超过同龄孩子。
　　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大公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央电视台等海
内外的800多家媒体报道过东子的教育理念。
　　东子现居沈阳，从事教育研究与写作，兼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中
国国际文艺家协会理事、团中央中国青少年人才库入库专家等多种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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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呼唤“父亲”回归“父亲”干啥去了“父亲”缺失是种痛给“父教”表表功母教不可取代父教
“父亲”是你终生的职业上篇：家庭角色——家长·家长的自我塑造给孩子创造和谐的成长环境改掉
你的不良习惯强化你的男人品质不能忽视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心理保持健康·家长的责任义务让孩子感
受你的父爱帮孩子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培养孩子自理自立能力培养孩子正确的性别意识呵护孩子的心
灵世界·别有这样的观念孩子就是要听父亲的话孩子不能对父亲有隐瞒孩子将来一定要比自己强母亲
唱红脸父亲就得唱黑脸孩子小时父亲就是“天”·别做这样的家长唠叨如母亲溺爱无原则粗暴无耐心
放任不干预中篇：终生角色——老师·启蒙之师确定“启蒙之师”的角色放手让孩子做喜欢做的事培
养孩子玩耍的能力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去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生活之师教会孩子劳动苦辣都要品尝
鼓励孩子去冒险要孩子于困境中自救生活中的挫折教育·学习之师传授孩子学习方法激发孩子的求知
欲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引导孩子爱上阅读教会孩子利用网络·终生之师做孩子的偶像和榜样给孩子良好
的品质教孩子人生的哲理引导孩子树立理想教孩子做懂得爱的人下篇：社会角色——朋友·“志同道
合”的朋友把自己当成孩子一起玩经典游戏和孩子一起锻炼参与孩子的活动让交流更“投机”·理解
尊重的朋友经常换位思考大道理要小讲不要总把他当孩子要保护孩子的自尊·信任关爱的朋友让孩子
信赖你做认真的倾听者接受孩子的朋友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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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篇：呼唤“父亲”回归　　“父亲”干啥去了　　　　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统计，在各类家长
会、亲子活动、家访接待或家庭教育讲座中，爸爸参加活动的最多不超过家长人数的三成。
　　父亲干啥去了？
莫不是只在家里管教孩子，出席各种活动则交给了母亲？
　　“他爸爸根本不管孩子，从小到大都是我在操心孩子的事情。
”这是一个13岁孩子的母亲对我说的话，而这代表了绝大多数家庭的状况。
也就是说，爸爸们在家里也是很少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的。
　　一个读初三的男孩子告诉我，他爸爸工作很忙，多年来总是晚上他睡着了爸爸才回家，而早晨他
去上学的时候，爸爸还没有起床。
就是周末，他也很少见到爸爸在家里。
所以，从上学那天起，学习上的事情需要家长的时候，他都是找妈妈。
其他事情，也都是跟妈妈说。
男孩子说到最后，对我发了一句感慨：“你说，我要个爸爸有什么用？
就跟没有一样！
”　　“爸爸不管孩子”，在中国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爸爸们为什么这么不“热衷’’对孩子的教育？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分析：第一，受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
有一句话说了很多年，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即便现在女人和男人一样在外打拼，但是回到家，家里的一切依旧是由女的来打理和主持，包括对
孩子的照顾和教育。
因此，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管孩子是母亲的事，父亲的主要责任就是挣钱养家，给孩子创造一个好
的生长环境，给孩子安排好成长中的大事，为孩子撑起一片天。
男人有这样的观点，不会主动去关照孩子；而女人有这样的观点，会阻拦男人来管孩子，而是催促男
人去干“大事”、“正事”。
　　我为此调查过很多家庭，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很多做了爸爸的人就是觉得养育孩子本来就是女人
的事情，所以把教育孩子的责任统统推给了孩子他妈。
有一次我和一个下了班总不回家的男人聊天，我问他下了班为什么不回家？
他说，家里有个3岁小顽童，淘气到能上房揭瓦，回家嫌闹得慌。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家照看他，或者和孩子一起玩？
他则很不解地反问：“陪孩子是老婆的事，怎么能让我一个大男人回家陪孩子玩呢？
”“可是，孩子也需要父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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