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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儿童教育是捍卫童年的教育    孙云晓     孩子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童年？
剥夺孩子快乐的童年，真的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未来吗？
面对一群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不得不说出藏在内心的深深忧虑——十多年来，由于过高的期望和
沉重的负担，中国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长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相当多的孩子被剥夺了快乐的童年
。
    毫无疑问，教育问题的根源与教育体制密切相关。
但是，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体制，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同样的体制下，教育的水平千差万别，孩子的发展各不相同，这说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特别重
要的。
《谁教出来的“问题孩子”？
》一书的书名可谓耐人寻味。
    从成长的需要来看，儿童需要生活的教育。
但是，今天的许多教育是反生活的。
比如，无数的父母告诫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这不是反生活教育的纲领吗？
可见，“问题父母”比“问题孩子”多。
    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
叛逆期的来临本是一件好事，却往往让中学生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倍加担心，似乎面对的是来势凶猛的
滔滔洪水，随时要预防决堤的危险。
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人们容易抱怨中国的叛逆期教育太落后，以致让孩子无知、让大人无措。
这样的指责自然是证据确凿的，但正如《叛逆的孩子这样管》一书所说——叛逆期教育固然需要知识
、需要方法，但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态度。
    已有研究显示：失败并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对失败的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学到什么成功的经验。
要想获得成功，就一定要努力挖掘并扩展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简单地弥补弱势。
《别埋没孩子的天才特质》最想告诉我们的是：孩子在最强的方面最有可能取得最大的进步，也最有
求知欲和创造力。
    同样，引导孩子学会阅读、爱上阅读，常常被视为一门相当专业的技术，似乎只有专家才会。
其实不然，只要了解了基本的原理，只要愿意行动起来，每一个有文化的大人都可以成为孩子的阅读
导师。
    但是环顾四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影视网络和电子游戏构筑的声光世界中，在师长精心布置的“
成才规划”中，以及在社会日渐浮躁的大氛围中，有许多孩子正是在不知不觉中错失了阅读好书的机
缘；有许多父母和老师，正在有意无意中忽略和遏止了孩子阅读的兴趣和渴望；有许多家庭、学校、
社区、书店和图书馆，并没有给孩子们营造出一种健康、干净、温暖和快乐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氛围。
    很难设想，一个没有阅读、没有留下对好书的记忆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子的。
有一些书，一个人如果不在童年时读到它们，不曾在童年时代为它们动过真情、流过眼泪，那么这个
人的本性和他日后的精神成长都可能有所欠缺，甚至将是愚昧和不文明的。
适时地阅读一本好书，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成为他的指路明灯，确定他终生的理想。
《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
》一书告诉我们，爱孩子就教会孩子们去渴望和热爱美好的阅读，这远比让孩子去做作业、去培优、
去上网，乃至去学会别的更为重要。
    在我看来，呼吁父母“持证上岗”是个浪漫的想法，事实上最重要的是父母要自觉学习，尽快成为
合格的父母。
我在全国各地巡回讲演的过程中，上千万的父母听众，让我看到了太多伤心的泪水和绝望的眼神。
于是，我开始久久地思考，可否将包罗万象的家教内容，简要地概括为一种方法？
    有着近四十年从事儿童教育和研究的经历，尤其是在做了多年父亲之后，我发现，仅靠某一种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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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孩子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种方法适合所有孩子的教育。
再说，思想的不同决定了同一方法的效果不同，这表明，任何方法都离不开观念的指导。
因此，家庭教育的成功需要一套综合的方法，即要将理念、方法、心理、生活方式和亲子关系融为一
体，而又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经过多年积累并与诸多专家学者反复探讨，我们终于总结出了五元家教法。
毫无疑问，要提高孩子的素质，首先要提高父母的素质，这种前素质教育是教子成功的关键。
一般来说，父母的教育素质，包括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育能力三大要素，具体可以归纳为五个元
素，即现代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育方法、健康的心理、良好的生活方式、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将
这五大元素融会贯通，即为五元家教法。
    五元家教法的首要元素是现代的教育理念，这是父母教育素质的核心，对家庭教育的目标、方向以
及父母的教育行为起着制约和指导作用，也是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
五元家教法的第二个元素是科学的教育方法，这是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并直接关系到孩
子在家庭中所受教育的效果。
健康的心理是五元家教法的第三个元素，指的是父母心理健康才会给孩子以积极的影响。
父母应在以身示范的前提之下，引导孩子力求做到认识自己、悦纳自己、控制自己，这几项正是心理
健康的重要标准。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五元家教法的第四个元素，这是保证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石。
人是环境的产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切都是从童年开始的。
在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方面，父母的榜样作用尤为重要。
五元家教法的第五个元素是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这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必备条件。
没有平等，培养不出现代儿童；没有和谐，建设不成民主家庭。
    当前家庭教育的突出问题不是教育而是关系，父母的误区往往在于过于关注教育，却忽略了良好亲
子关系的培育。
教育的规律告诉我们，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学校教育是这样，家庭教育更是这样。
亲子关系好，家庭教育才能成功；亲子关系糟糕，家庭教育一定失败。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相互学习的关系。
    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还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课题：“捍卫童年”。
把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和发展儿童作为儿童教育最神圣的天职。
    捍卫童年是全社会的神圣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将儿童当“人”看，必须承认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而不是成人的附庸；
其次，我们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承认并尊重童年生活的独立价值，而不能仅仅将它看做是成人
的预备；再次，在儿童成长阶段，应当为其提供与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儿童的个人权利、尊严应
当受到社会保护。
    一切关心下一代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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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否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独特的优势?心理学告诉我们：优势其实蕴藏在每个人的身上。
人类有400多种优势，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父母应该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之后要做的则是将他的学习、工作和事业发展都建立在这
些优势之上，这样孩子就会更容易成功。
本书从教师、学生、家长、专家等多个视角深入探讨和解读孩子的天才特质，帮助父母认识和发现青
少年的优势和潜能，塑造全新的家庭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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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郜云雁，《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编辑，长期关注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已发表各
类文章近3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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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拯救正在被边缘化的男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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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飞向成功》一书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其大意是小兔子被送进了动物学校，它最喜欢跑步课，并且总是得第一；最不喜欢的则是游泳课，一
上游泳课它就非常痛苦。
但是兔爸爸和兔妈妈要求小兔子什么都学，不允许它有所放弃。
小兔子只好每天垂头丧气地到学校上学，老师问它是不是在为游泳太差而烦恼，小兔子点点头，盼望
得到老师的帮助。
老师说，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的跑步是强项但游泳是弱项，这样好了，你以后不用上跑步课了
，可以专心练习游泳⋯⋯ 中国有句古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讲的是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成功。
但是看了上面这个寓言后，我们可能都会意识到，小兔子根本不是学游泳的料，即使再刻苦它也不会
成为游泳能手；相反，如果训练得法，它也许会成为跑步冠军。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了太多让兔子去游泳、让鸭子去跑步的傻事却浑然不知。
许多孩子也因此而忍受着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最终变成平庸的人。
 一些研究发现，人类有四百多种优势。
这些优势本身的数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作为父母，你应该帮助孩子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之后要做的则是帮助孩子将学习、生活、工作乃至事业发展都建立在他的优势之上，这样孩子才可能
会成功。
从成功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优
势。
研究发现，尽管路径各异，但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扬长避短”。
传统上我们强调弥补缺点，纠正不足，并以此来定义“进步”。
而事实上，当人们把精力和时间用于弥补缺点时，就无暇顾及增强和发挥优势了；更何况任何人的欠
缺都比才干多得多，而且大部分的欠缺是无法弥补的。
 每一个人都有天生的优势，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优势并发挥也们的优势。
这样的教育，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功。
 “优势”最简单、最有用的定义是指那些让你感到自己很强大的事。
在最强的方面才会取得最大的进步，在你的优势方面，你才会最有求知欲，最具创造力，也最乐于学
习新事物。
 失败并不是成功之母。
对失败的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学到什么成功的经验，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要想成功就要靠扩展优势而不
是简单地弥补弱势。
 ——【美】马库斯·白金汉 发现孩子 听过小兔子的故事后，很多父母可能都会发出疑问：虽然这个
故事很精彩，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准确地把握。
比如“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兔子还是鸭子”？
对此，成功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盖洛普名誉董事长唐纳德·克利夫顿认为，你需要长期细致地观察孩
子有什么样的特殊兴趣和爱好，当然，这种爱好不是父母强加的，而是孩子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
比如，当孩子看到别人在做某件事时，他是否会表现出跃跃欲试的召唤感——“我也想做这件事”；
当孩子完成一件事时，他是否会有一种满足感或欣慰感；他在做某类事情时非常快，无师自通，这是
一个重要信号；当他做某类事情时，他不是一步一步去做，而是行云流水般地一气呵成，这也是一个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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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美国一家著名调查公司曾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询问受访者：在“塑造优势”和“修正不足
”两者之间，您认为哪一项是成功的关键？
结果仅有41％的美国人选择了“塑造优势”，在日本和中国这一数据则为24％。
5年后的2006年，该公司再次进行同样的调查，发现调查得出的数据竟然完全一致，当问及“哪一点更
有助于你走向成功，是塑造优势还是修正不足”时，仍然是41％的受访者选择了前者，59％的人选择
了后者。
    上述数据说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坚信，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首先需要做的是改进自身的缺点和
弥补不足，其次才是发挥自身的优势。
而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别埋没孩子的天才特质》一书的初衷。
    多年前，笔者曾有幸采访了美国成功心理学大师唐纳德·克利夫顿，他当时说的一句话至今仍回荡
在我的脑海中：当人们将关注点放在改进和弥补自身不足时，就很难顾及如何发挥优势了。
他告诉笔者，从成功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国人所推崇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并不是
一个最优化的过程，最佳方案应该是把铁直接做成针，或者把铁直接做成铁杵，而不要先把铁做成铁
杵，然后再把它磨成针。
他认为，用这个成语来表达“持之以恒”很容易带来误导，即一个人本来没有某种优势，而他却需要
不停地努力并盼望将自己的弱势变成优势。
而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代价也是巨大的。
    了解成功心理学所提倡的“优势理论”，对于今天的父母来说很有价值。
这个理论能帮助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少走许多弯路。
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父母很容易陷入‘‘成功焦虑症”中，一方面他们因担心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而过早地将孩子拉入超前教育的大军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孩子的潜能被埋没而
胡乱对孩子的“潜能”进行开发。
在这种盲目的恐慌和跟风潮下，孩子很挣扎，父母也难以静下心来倾听孩子、发现孩子的潜能。
    是否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独特的优势？
成功心理学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
“优势”其实蕴藏在每个人的身上。
相关研究发现．人类有400多种优势，每个人都会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这些优势本身的数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之后要做的则
是将他的学习、工作和事业发展都建立在这些优势之上，这样孩子就会更容易成功。
    那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优势会发生改变吗？
答案是既可以又不能。
成功心理学认为，优势是由才能、技能和知识三大基本要素构成的。
其中，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技能和知识则是后天习得的。
这说明，父母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寻找和确认那些与生俱来的才能，进而开始相关的技能训练和
知识学习。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引导孩子逐步走向成功的过程。
    本书是在无数作者的创作智慧基础上诞生的，在此谨向贺淑曼、华京生、陈智勇、华国栋、吕小红
、杜军、刘占兰、张昊辰、杜欣欣、甄奕、高潇怡、伍新春、谢娟、田科武、张晓龙、王艳洋、牛面
、田丽美、章剑和、沈剑平、袁文辉、谢东海、兰海、陈慧、郭声健、白玲、段冬梅、尹文刚、张开
冰、陶西平、王欢、沈致隆、刘竑波、张敏、徐惟诚、郝琳、王林、高潇怡、周国平、张贵勇、冯欣
、赵丽丽、顾雪林、孙云晓、杜悦、杜冰、却咏梅、冯欣、郭铭、王钊、任君，以及众多未及提名的
作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郜云雁    201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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