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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心理学家兼家庭问题专家罗斯蒙德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家教的指导书出了不少，
现代父母们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比过去几代多，也比前辈讲民主。
然而，就总的情况而言，孩子却比过去娇纵、难管。
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是因为在家长、老师中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养方法有不少欠妥之处，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点。
第一，社交上的“过度保护”；第二，生活上的“过分溺爱”；第三，学业成绩与未来工作上的“过
高期望”。
由于育儿观和教养方法的不同，其教育结果也表现出明显不同。
    现在中国的家长大多数是为孩子而活，而且活得很难，做家长难，做孩子也难，而且家长现在的难
点和过去不一样，过去一家三个兄弟、五个姐妹，老大不行还有老二，老二不行还有老三。
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教不好怎么办呢。
失败了没有机会重来，家长只能“推波助澜”，努力向前。
    孩子是家长的希望，教育是人类的希望。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你想让孩子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就先做什么样的人。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
，并检验自己的人格。
”所以我们又可以说，孩子是家长的镜子，孩子的言谈举止反映的正是家长的形象。
家长自身的行为在家庭教育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不要以为只有家长有目的地同孩子谈话时才是在教育孩子。
家长在生活中每一瞬间的举止，孩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家长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和来客握手，怎样对待朋友和坏人，说话时的表情和举止，
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孩子，不过我们自己不注意罢了。
    儿童不是小小的成人。
他们并不具备成人所拥有的生理、社交、情感以及认知技能。
但是许多家长感觉好像孩子具备这些技能。
更糟糕的是，家长要求孩子的，可能家长本人作为成年人都力所不能及。
慑于家长的“淫威”，孩子只好服从，奔波于各种兴趣班间，参与自己并不喜欢甚至厌恶的活动。
当家长把成绩看得高于一切——把孩子的行为看得高于孩子本人时，孩子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
然而，童年并非为了成年而进行的彩排！
童年是生命中独立的、独特的、奇妙的一段时光。
当我们努力让孩子超过他人时，就将他的童年一把夺走了。
    现在家长可以非常的忙、可以有很多的应酬、可以忙自己的事业，但不要忘了忙来忙去都是为了什
么？
是为了孩子。
孩子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事业的一部分。
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三点是不能等的：身体健康不能等；孝敬父母不能等；教育子女不能等。
这一切错过后都是不能重来的！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任教师，一定要重视家庭教育，密切关注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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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雄编写的《让孩子幸福》是一本有关家庭教育的书。
《让孩子幸福》认为：
第一，家庭教育只能借鉴，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别人家培养孩子成功的经验案例，不见得你能复制成
功。
第二，家庭教育“投入”不一定能完全“产出”。
不是说你有钱，投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就能将孩子培养好，家庭教育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正比的，
这取决于孩子的天赋、家庭环境、孩子后天的兴趣、努力、选择与方向等复杂变量。
第三，为此，家长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首先不要期望过高，给孩子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不要苦逼
孩子，剥夺儿童童年的快乐与自由。
家庭教育要考虑成本投入，还需考虑孩子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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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做“恰当”的父母
 4.保护孩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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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教育“三角关系理论”
 1.亲职教育(如何做父母)
 2.子职教育(如何做孩子)
 3.配偶教育(如何做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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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家长：家庭教育的主体
 3.代际之间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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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儿童发展的五个阶段
 1.儿童心理发展的“双螺线”
 2.不同年龄段儿童特点
 3.“亲子关系”变化三个时期
 4.根深才能叶茂
 5.情商决定未来幸福
六、家庭教育六个问题
 1.“早期开发”与“过度教育”
 2.“关爱教育”与“挫折教育”
 3.“女生优势”与“男孩危机”
 4.“祖辈教养”与“亲职教育”
 5.“圈养教育”与“散养教育”
 6.美国虎妈”与“中国茄妈”
七、家庭教育“七大策略”
 1.“交换并非惩罚”
 2.“认知引导”
 3.“热炉法则”
 4.“强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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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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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在美国，有两个家族都已繁衍了8代。
一个家族的始祖是200年前康乃狄克州著名哲学家嘉纳塞·爱德华。
由于他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并代代相传，在他的子孙中共出了1位副总统、1位外交官、13位大学的
院长、103位大学教授、60位医生、20多个议员⋯⋯在长达两个世纪中，竟没有一个子孙被关、被捕、
被判刑的。
另一个家族的始祖是200年前纽约州的马克斯·莱克，他是个臭名昭著的赌棍加酒鬼，开设赌局，对子
女教育则不闻不问。
在他的子孙中有7个杀人犯、65个盗窃犯、324个乞丐，因狂饮夭亡或成为残疾的多达400多人。
    对于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时下社会流行的目标是“望子成龙”；衡量家教成功的标准是“成王
败寇”；基本方式是“死记硬背”。
其实不然，对于“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不同的家长会给出不同的回答。
有的家长认为要把孩子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才，有所成就；有的家长只是希望孩子一生幸福平安；还
有的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拥有财富或显贵地位。
这些都是家长们的期待，无所谓对错。
但事实上，孩子成才是当前大多数家长最关注、也是投入精力最大的部分。
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望子成龙成为中国家庭最大的生活动力。
个人利益和家庭幸福则排在第二、第三位。
    这说明，孩子的成功有很多标准，比如说人品是否高洁是一个标准，个性是否健康是一个标准，做
事是否有创造力、想象力是一个标准，有没有吃苦精神、是不是勤奋是一个标准，有没有摔倒在地上
敢于爬起来的精神也是一个标准。
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定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考高分，成绩好就是标准；
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
我们中国的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
就是这个人有钱，有地位，有财富。
    我很同意俞敏洪的一个观点。
他说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家庭教育“成功”标准多样化时代，社会里面有标准，家庭里面有标准，而且
，这些标准还有可能是错误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的标准是要求孩子在班里进前5名，孩子只要能考上北大、清华就算成功，到哈佛、耶
鲁就更加成功。
这虽然是标准，但在我看来，这都不能成为所有家庭惟一的标准。
为什么，因为它事实上也无法变成所有家庭的惟一标准。
    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达到或需要达到这一标准，中国有一句话“只要功夫
深，铁杵磨成针”，但是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想象的文化，它缺少一个过程，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它缺
少一个前提，就是说手里拿的要是一块铁。
今天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我们看人的标准是多维的，你的孩子可能是铁，也可能是一块宝玉，也可能
是珍贵的钻石，不同的材质我们就要有不同的教育方式。
如果你的孩子是块宝玉，你还在磨，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真的把孩子磨残废了。
如果孩子是宝玉，就要按照他的纹路去雕琢。
如果你的孩子是珍贵的紫檀木，那么也要按照他的大小来打磨，使之成为一个器物。
这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因材施教。
    孔子2000多年前就说因材施教，所以他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士。
我们今天传统的东西中还是认为努力是最重要的。
按照现代眼光看，其实努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方向不对，努力也是白费的。
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特别用功，你付出的特别多，最后你没有得到成功，你得到的伤害也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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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知渠道不同，学习方法也就不一样。
    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学习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其中以视觉为主的就叫“视觉学习型”，
就是他的视觉区域发展得最好，眼睛非常发达，视觉神经非常敏感，其他结构也是好用的，如果不好
用就属于残疾人，但是以其中的“视觉类型”为主，整合了这一儿童生命中对世界认知的结构。
一个视觉区域最发达的儿童，他喜欢用视觉来学习，用视觉学习的时候效果最好。
    有的儿童可能是听觉型。
听觉型的儿童，他的听觉中枢神经的细胞是最多的，有的儿童可能是触觉型，触觉型更强调个人对外
在世界与身体的感受，这证明每个人的脑结构不同，所以他的行为模式不同。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人的身体结构决定你的命运，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脑结构决定他的学
习方式、职业方向，甚至生活状态。
这是一个科学的前沿，我们现在把它引用到行为心理学。
从科学的层面证实因材施教的必要性。
    另外，一个人的成功一定是和社会大背景融合在一起，个人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融合不可分割。
因此，现代家长在为孩子规划发展前景的时候，一定不能孤立地只求让孩子拥有更多的知识、能力以
及更高的分数，而是要更多地考虑他们步入社会后，如何在社会生存中具有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如
何成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我们做家长、做大人的，教育孩子三年，则要为孩子三十年着想，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孩子在干什
么，三十年之后，他们工作快乐吗？
工作有成就吗？
生活幸福吗？
他们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因此，为孩子的一生发展奠基，为孩子一生的幸福负责。
这是我们家庭教育第一个理念，以人为本。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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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小书纯属偶然。
尽管笔者从事青少年研究近30年，但从未想过要写一本有关家庭教育的书。
因为我始终认为，家庭教育与其说是一门学科，更不如说是一种艺术，一种教育孩子的艺术。
是需要大人以身作则，率先示范的实践的艺术。
是一项不能退休、难以拨人替代的工作。
在我看来，第一，家庭教育只能借鉴，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蹦人家培养孩子成功的经验案例，不见得
你能复制成功。
第二，家庭教育“投入”不一定能完全“产出”。
不是说你有钱，投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就能将孩子培养好，家庭教育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正比的，
这取决于孩子的天赋、家庭环境、孩子后天的兴趣、努力、选择与方向等复杂变量。
第三，为此，家长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首先不要期望过高，给孩子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不要苦逼
孩子，剥夺儿童童年的快乐与自由。
家庭教育要考虑成本投入，还需考虑孩子所付出的代价。
总之，在我看来，让孩子幸福比获得所谓成功更为重要，况且在多元开放的社会中，成功的标准已经
是多样化了。
    撰写本书直接缘起于3年前我有幸承担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这一重要课题，日后国家七部委
联合颁布了这一指导大纲。
因我是这一课题负责人，于是全国各省市便邀请我去讲课，在全国妇联儿童部与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的
安排下，我先后在广东、浙江、江苏、河南、贵州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等省市作了演
讲与授课，受到了数万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妇女儿童工作者以及社区干部的鼓励与好评。
本书部分内容是我讲授家庭教育课程过程中的心得、观点与感悟。
有不少学员希望我能将这些内容整理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罗俊华同志偶然机会知道我在写本书
，便积极鼓励我尽力完成它。
在她的催促下，便有了《让孩子幸福》这本小书。
严格来说，它不是一部学术专著，但拙作若能在普及、推广家庭教育科学理念方法上和提升家庭教育
水平上发挥绵薄之力，笔者将备感高兴与慰藉。
由于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充实的，拙作引用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限于文体，没有一一列出，在
此一并表示谢意。
    杨雄    2012年6月12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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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让孩子幸福》作者杨雄在对相关教育工作者、家长和机构培训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专业
经历和对家庭教育的思考，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三角理论”，即家庭教育是个三角形，亲职教育(如何
做父母？
)、子职教育(如何做孩子？
)和配偶教育(如何做夫妻？
)共同支撑起家庭教育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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