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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次，一家单位请我去做家庭报告会，走到会场门口，只见充气的大红拱门上镶了两条飞龙。
我忍不住笑了，真是“望子成龙”心切呀!报告会一开始，我问全场的听众：“期盼‘望子成龙’的父
母请举手!”场上一半人举起手。
“期盼‘望女成凤’的父母请举手!”场上另一半人又举起了手。
接着会场上笑声一片，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可笑。
等笑声停下来，我说：“是呀，现在我们大多数父母都只有一个孩子，谁不希望自己惟一的儿子、女
儿成龙、成凤呀!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何为龙，何为凤呀?要知道，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九子也各有不
同呀!有的儿子会呼风，有的儿子会唤雨；有的儿子会喷水，有的儿子会负重⋯⋯他们所以都称其为龙
，正是因为他们各有各自的本事。
如果让会呼风唤雨的儿子去驮石碑，那他一定会压趴下；如果让会负重的儿子去喷水，他恐怕使再多
的力气也喷不出水来。
”同样，孩子也是有差异的，孩子也是各有长处的。
有的孩子擅长音乐，有的孩子擅长美术，有的孩子乐于计算，有的孩子乐于写作；有的孩子善于思考
探究，有的孩子善于组织指挥⋯⋯让喜爱数学题的孩子去演讲，他可能会犯愁；让喜欢体育的孩子去
当翻译，他也可能会很困难⋯⋯家庭教育，并不是把孩子培养成相同的人，而是善待每个孩子的个性
，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充分发挥长处，扬长避短，而不是十全十美，处处和别人攀比。
如果认为，只有考上清华的男生才是龙，考上北大的女孩才是凤，那一定对自己的孩子不满意。
家长指责孩子：“你怎么就不如人家呢?!”原本孩子学习成绩还不错，但由于过高的期望，反而让孩
子变得无望，开始厌学、逃学、甚至辍学，最终放弃学业，自暴自弃。
本来生下来是神龙，最后却变成了跳蚤，谁之错?是谁扼杀了孩子的发展?是谁扼杀了孩子的前途?是我
们教育观念上出现了误区，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为了孩子，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才能走出误区。
聪明的父母，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犯同样的错误；智慧的父母，不是没有误区，而是善于反思，及
时走出误区。
那么，如何走出误区呢?今天，我隆重地向你推荐一本好书，德国女记者安德里亚·比朔夫所著的《教
育者谬误手册——常规的不一定正确，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因为书中的238个教育谬误，不是作者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而是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采访了神二十
多位专业人士，查阅了大量专业书籍，并且加入自己的教子实践与思考后写出来的。
所以你阅读时，会有一种与你交谈的亲切感，而且你会觉得她讲的问题，你都经历过，她讲的许多误
区，你曾有过。
正因为她所讲的现象都源于生活，所以你会感觉此书贴近生活，十分实用。
这本书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引发人物去思考。
作者是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告诉天下的父母教子是一门科学，要遵循自己孩子的成长规律，而不是照
抄照搬别人的做法。
科学在不断地变化，新的认识层出不穷，所以教育孩子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存在对每个家
庭、每个孩子都一样奏效的公理、定理。
个体之间都是有差异的，因此每个家庭都有适合自身情况的方法。
作者希望“面对种种误区，每位父母都能加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十分赞同作者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我始终认为，家教没有“百科全书”，天下没有哪条“秘诀”能拯救你的孩子，任何经验“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所以作为父母，读这本书时，要静下心来，面对自己的孩子，想一想，试一试，改一改。
想一想，你是否也进入了误区?比如：你是否也认为“只有打孩子才是暴力”?过去你传承老祖宗的教
子观“不打不成才”，现在你进步了，知道孩子是受《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随意打孩子是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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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
但是，你是否意识到“对孩子不理不睬、侮辱、蔑视，让孩子承受超过他能力的责任和工作、给孩子
很大的压力，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呢”?再比如：你是否也认为“再多的表扬也不过分”?有的妈妈
读了我写的《告诉孩子，你真棒》一书后，对我说，我整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他怎么就‘棒’不
起来呢?我问她，你说他‘棒’有具体的事情和理由吗?她说：“没什么理由，我说他‘棒’是希望他
更‘棒’。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十分赞同作者的观点，“最美好的体验并不是得到表扬，而是真正完成了一件事情。
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他做成一件事情的喜悦以及体会到自己是有用的，更能促进儿童性格的发
展了。
”让孩子棒起来，不是空洞地说他棒，而是给他机会让他做事，让他切身体会自己有多棒!正像德国诗
人和教育家让·保罗说的：“孩子和闹钟一样，不能一味地给他上弦，必须给他机会让他自己走。
”自己走出的路，才是最值得自豪的。
试一试，这些方法对我的孩子灵不灵?别人的做法不一定合适你的孩子，适合不适合，要亲自试一试才
知道，道理像买鞋一样。
比如：怎样让孩子听话?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可能打过、骂过、罚过，可效果却不好，那应该怎么
做呢?是不是可以“不去惩罚孩子，而是让他去感受并觉察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自作自受，让他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么孩子就会从自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听话”会比“不听话”要好受些。
试一试多种方法，就会总结出你的教子经验。
改一改，认识到自己教子观念不正确，就要勇敢改正。
比如：许多父母认为“再苦不能苦孩子”，所以“替孩子把一切想好”。
大量的事实证明，父母替孩子做的事情越多，孩子能力越差；父母越怕孩子吃苦，孩子离开父母吃的
苦就会越大；父母越是希望给孩子更多的快乐，孩子越是不快乐。
因为父母的这种做法，剥夺了孩子独立思考的机会，无法享受自己独立来做决定的快乐。
一个小学二年级的上海男孩，在家什么事都由妈妈替他干。
暑假，他参加了“知心姐姐”组织的“革命发现之旅”夏令营，和我们一起去了内蒙古大草原。
160个孩子中他最小，每天他都自己提着行李上车下车，今天住宾馆，明天住草原蒙古包，和大孩子一
样跑来跑去，从不喊苦。
回到上海，妈妈陪他去学琴，妈妈说琴很沉要替他拎着，他拒绝了!“不用，我能行，这琴一点也不重
，比我的书包轻多了。
知心姐姐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妈妈眼泪都流出来了：“儿子，你长大了!”父母要希望孩子喊出“我能行”，自己一定要放手。
父母只要做小小的改变，孩子就会有大大的改变。
读别人的书，想自己的事。
真心希望每一位爱孩子的父母都能和孩子一起成长，为了孩子，改变自己的世界。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多了就有了路”。
教育孩子，也没有现成的路，自己要走出自己的路。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父母和孩子是同路人，一边走，一边寻，走错了，再回来。
请记住：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者谬误手册>>

内容概要

　　每位父母都期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何为龙？
何为凤？
　　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九子也各有不同呀！
有的儿子会呼风，有的儿子会换雨：有的儿子会喷水，有的儿子会负重⋯⋯他们所以都称其为龙，正
是因为他们各有各自的本事。
如果让会呼风唤雨的儿子去驮石碑，那他一定会压趴下；如果让会负重的儿子去喷水，他恐怕使再多
的力气也喷不出水来”。
　　同样，孩子也是有差异的，孩子也是各有长处的。
有的孩子擅长音乐，有的孩子擅长美术，有的孩子乐于计算，有的孩子乐于写作；有的孩子善于思考
探究，有的孩子善于组织指挥⋯⋯让喜爱数学题的孩子去演讲，他可能会犯愁；让喜欢体育的孩子去
当翻译，他也可能会很困难⋯⋯　　家庭教育，并不是把孩子培养成相同的人，而是善待每个孩子的
个性，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充分发挥长处，扬长避短，而不是十全十美，处处和别人攀
比。
如果期望过高，反而让孩子变得无望，开始厌学、逃学、甚至辍学，最终放弃学业，自暴自弃。
本来生下来是龙神，最后却变成了跳蚤，谁之错？
是谁扼杀了孩子的发展？
是谁扼杀了孩子的前途？
　　是我们教育观念上出现了误区，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为了孩子，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才能走出误区。
　　聪明的父母，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犯同样的错误；　　智慧的父母，不是没有误区，而是善于
反思，及时走出误区。
　　那么，如何走出误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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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安德里亚·比朔夫 译者：段建明有两个孩子的安德里亚·比朔夫是德国的一位自由作
家，也是一位记者。
多年来她专注于孩子的教育和健康问题；她曾是两家青少年杂志的主编，也曾参与多本儿童书籍的编
写，同时她还在多家不同杂志、报纸上发表过很多关于心理学、医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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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代序）B暴力Ⅰ 误区：只有打孩子才是暴力暴力Ⅱ 误区：在童年时被自己
家长打过的父母，容易打自己的孩子暴力Ⅲ 误区：好家长从不打孩子鼻涕 误区：小孩子不该擤鼻涕
避孕Ⅰ 误区：女孩子使用避孕药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避孕Ⅱ 误区：现在的青少年都能够采取很好的
避孕措施表扬 误区：再多的表扬也不过分C残障 误区：残障儿童应送到专门的机构．惩罚 误区：对孩
子的惩罚是必需的吃饭 误区：小宝宝，为了妈妈再吃一勺吃手指 误区：吮手指是坏习惯，家长看见
孩子吮手指的话一定要立刻制止宠物Ⅰ 误区：孩子应该自己照顾他们的宠物宠物Ⅱ 误区：宠物应该
成对饲养宠物Ⅲ 误区：孩子需要宠物宠物Ⅳ 误区：家里不适合养动物出生 误区：孩子出生的时候父
亲一定要陪在身边穿孔 误区：必须严格禁止穿孔床 误区：睡梦中孩子很容易从高架床上掉下来错误 
误区：孩子犯了错误必须承认D打架Ⅰ 误区：如果孩子挨打，就说明他没用打架Ⅱ 误区：孩子们得亲
身体验才会懂得如何避免争吵单亲家庭 误区：单亲家庭的孩子命运不济灯光 误区：孩子应该在灯光
下睡觉电视Ⅰ 误区：少看电视对孩子成长有利电视Ⅱ 误区：电视有害无利，会造成孩子看电视成瘾
电视Ⅲ 误区：电视节目对孩子没有危害电视Ⅳ 误区：电视会使孩子丧失想象力电视Ⅴ 误区：儿童看
电视时间比大人长电视Ⅵ 误区：孩子在自己的房间内应该有电视电视Ⅶ 误区：脱口秀节目会让孩子
变傻电视Ⅷ 误区：低收入家庭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比较长电影院 误区：孩子只适合去电影院看与他们
年纪相符的电影独生子女 误区：独生子女不懂得谦让赌气Ⅰ 误区：父母们可以轻松地度过孩子从2岁
到4岁的赌气阶段赌气Ⅱ 误区：人们无力对付赌气阶段的孩子赌气Ⅲ 误区：在处理赌气阶段状况时，
有时候打孩子是不可避免的多动症Ⅰ 误区：好动的小孩患有多动症多动症Ⅱ 误区：所有患ADS（注意
力缺陷障碍）的孩子都不易治愈多动症Ⅲ 误区：多动症和ADHs患者不断增加FGHJLMNPQRSTWXYZ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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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代序——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副总编、中国少年报“知
心姐姐”卢 勤 　　一次，一家单位请我去做家庭报告会，走到会场门口，只见充气的大红拱门上镶
了两条飞龙。
我忍不住笑了，真是“望子成龙”心切呀！
 　　报告会一开始，我问全场的听众： 　　“期盼‘望子成龙’的父母请举手！
” 　　场上一半人举起手。
 　　“期盼‘望女成凤’的父母请举手！
” 　　场上另一半人又举起了手。
 　　接着会场上笑声一片，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可笑。
 　　等笑声停下来，我说：“是呀，现在我们大多数父母都只有一个孩子，谁不希望自己惟一的儿子
、女儿成龙、成凤呀！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何为龙？
何为凤呀？
要知道，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九子也各有不同呀！
有的儿子会呼风，有的儿子会换雨：有的儿子会喷水，有的儿子会负重⋯⋯他们所以都称其为龙，正
是因为他们各有各自的本事。
如果让会呼风唤雨的儿子去驮石碑，那他一定会压趴下；如果让会负重的儿子去喷水，他恐怕使再多
的力气也喷不出水来”。
 　　同样，孩子也是有差异的，孩子也是各有长处的。
有的孩子擅长音乐，有的孩子擅长美术，有的孩子乐于计算，有的孩子乐于写作；有的孩子善于思考
探究，有的孩子善于组织指挥⋯⋯让喜爱数学题的孩子去演讲，他可能会犯愁；让喜欢体育的孩子去
当翻译，他也可能会很困难⋯⋯ 　　家庭教育，并不是把孩子培养成相同的人，而是善待每个孩子的
个性，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充分发挥长处，扬长避短，而不是十全十美，处处和别人攀
比。
 　　如果认为，只有考上清华的男生才是龙，考上北大的女孩才是凤，那一定对自己的孩子不满意。
处处指责：“你怎么就不如人家呢？
！
”原本孩子学习成绩还不错，但由于过高的期望，反而让孩子变得无望，开始厌学、逃学、甚至辍学
，最终放弃学业，自暴自弃。
本来生下来是龙神，最后却变成了跳蚤，谁之错？
是谁扼杀了孩子的发展？
是谁扼杀了孩子的前途？
 是我们教育观念上出现了误区，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为了孩子，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才能走出误区。
 　　聪明的父母，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犯同样的错误； 　　智慧的父母，不是没有误区，而是善
于反思，及时走出误区。
 　　那么，如何走出误区呢? 　　今天，我隆重地向你推荐一本好书，德国女记者安德里亚?比朔夫所
著的《教育者谬误手册——纠正教育者的谬误，让孩子感受教育是爱》。
 　　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因为书中的238个教育谬误，不是作者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而是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采访了20多位
专业人士，查阅了大量专业书籍，并且加入自己的教子实践与思考后写出来的。
所以你阅读时，会有一种和你交谈的亲切感，而且你会觉得她讲的问题，你都经历过，她讲的许多误
区，你都有过。
正因为她所讲的现象都源于生活，所以你会感觉此书贴近生活，十分实用。
 　　这本书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引发人物去思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者谬误手册>>

作者是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告诉天下的父母教子是一门科学，要遵循自己孩子的成长规律，而不是照
抄照搬别人的做法。
科学在不断地变化，新的认识层出不穷，所以教育孩子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存在对每个家
庭、每个孩子都一样奏效的公理定理。
个体之间都是有差异的，因此每个家庭都有适合自身情况的方法。
作者希望“面对种种误区，每位父母都能加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 　　我十分赞同作者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我始终认为，家教没有“百科全书”，天下没有哪条“秘诀”能拯救你的孩子，任何经验“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所以作为父母，读这本书时，要静下心来，面对自己的孩子，想一想，试一试，改一改。
 想一想，你是否也进入了误区？
 　　比如：你是否也认为“只有打孩子才是暴力？
”过去你传承老祖宗的教子观“不打不成才”，现在你进步了，知道孩子是受《未成年人保护法》保
护的，随意打孩子是行不通的。
但是，你是否意识到“对孩子不理不睬、侮辱、蔑视，让孩子承受超过他能力的责任和工作、给孩子
很大的压力，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呢”？
 　　再比如：你是否也认为“再多的表扬也不过分”？
有的妈妈读了我写的《告诉孩子，你真棒》一书后，对我说，我整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他怎么就
‘棒’不起来呢？
我问她，你说他‘棒’有具体的事情和理由吗？
她说：“没什么理由，我说他‘棒’是希望他更‘棒’。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十分赞同作者的观点，“最美好的体验并不是得到表扬，而是真正完成了一件事情。
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他做成一件事情的喜悦以及体会到自己是有用的，更能促进儿童性格的发
展了。
”让孩子棒起来，不是空洞地说他棒，而是给他机会让他做事，让他切身体会自己有多棒！
正像德国诗人和教育家让?保罗说的：“孩子和闹钟一样，不能一味地给他上弦，必须给他机会让他自
己走。
”自己走出的路，才是最值得自豪的。
 试一试，这些方法对我的孩子灵不灵？
 　　别人的做法不一定合适你的孩子，适合不适合，要亲自试一试才知道，道理像买鞋一样。
 　　比如：怎样让孩子听话？
 　　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可能打过、骂过、罚过、可效果却不好，那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可以“不去惩罚孩子，而是让他去感受并觉察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作自受，让他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么孩子就会从自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听话”会比“不听话”要好受些。
试一试多种方法，就会总结出你的教子经验。
 改一改，认识到自己教子观念不正确，就要勇敢改正。
 　　比如：许多父母认为“再苦不能苦孩子”，所以“替孩子把一切想好”。
大量的事实证明，父母替孩子做的事情越多，孩子能力越差；父母越怕孩子吃苦，孩子离开父母吃的
苦就会越大；父母越是希望给孩子更多的快乐，孩子越是不快乐。
因为父母的这种做法，剥夺了孩子独立思考的机会，无法享受自己独立来做决定的快乐。
 　　一个二年级的上海男孩，在家什么事都由妈妈替他干。
暑假，他参加了“知心姐姐”组织的“革命发现之旅”夏令营，和我们一起去了内蒙古大草原。
160多个孩子中他最小，每天他都自己提着行李上车下车，今天住宾馆，明天住草原蒙古包，和大孩子
一样跑来跑去，从不喊苦。
回到上海，妈妈陪他去学琴，妈妈说琴很沉要替他拎着，他拒绝了：“不用，我能行，这琴一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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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比我的书包轻多了。
知心姐姐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妈妈眼泪都流出来了：“儿子，你长大了！
” 　　父母要希望孩子喊出“我能行”，自己一定要放手。
父母只要做小小的改变，孩子就会有大大的改变。
 　　读别人的书，想自己的事。
真心希望每一位爱孩子的父母都能和孩子一起成长，为了孩子，改变自己的世界。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多了就有了路”。
 　　教育孩子，也没有现成的路，自己要走出自己的路。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父母和孩子是同路人，一边走，一边寻，走错了，再回来。
请记住：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插图前言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我们得到了一条受益终生的建议。
当时，一个已为人父的朋友来拜访我们，他惊奇地发现，我们夫妻二人说话时声音轻得几乎成了耳语
，在房间中走动时也总是踮着脚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这样做只是因为宝宝正在睡觉。
“你们啊，根本是自作自受，”我的朋友说,“如果小孩开始就习惯了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中睡觉，以后
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睡不踏实了。
”多亏了朋友的建议，后来，尽管我们和平时一样大声地说话大笑，宝宝依然在小床上睡得安安稳稳
的。
　　后来我又把这个建议转告了很多父母。
有孩子的人总是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育儿建议，我自己也乐于此道：我喜欢听别人的经验，喜欢人们相
互帮助，生活因此可以变得更加简单。
有人认为，很多建议都非常有用，但不是全都有效。
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
很多年轻的母亲会发现，到处都有热心人乐于向她们传授带孩子的经验或窍门，各种信息纷至沓来、
塞满大脑，建议者原本一片好心，结果却让人如坠迷雾，更加糊涂。
自己的母亲，婆婆，邻居，朋友以及熟人：每个人都向你提供各种带孩子和教育孩子的建议，大家各
言其是，言之凿凿。
你本想博取众家之长，结果到了最后往往会感到自己画虎类犬，不能让任何一方满意。
你心怀歉疚，感到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似乎远远不够。
　　父母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儿童教育问题。
但是今天的家长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家长更感到不确定和恐惧。
建立一个家庭不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成为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
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意味着，父母对期待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给自己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很多以往的教育模式现在已经失效。
今天的孩子得到的比以往更多更好，但是他们看起来越发不容易满足而且要求更多。
于是家长们扪心自问：“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还能做什么才能让孩子更加快乐呢？
”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家长——继续相信自己和您孩子的感受。
因此，我总是先仔细琢磨那些耳熟能详的育儿经验，然后向相关专家提问：“真的是这样吗？
”渐渐地我发现，很多众所周知的育儿建议实际上有失偏颇。
有些干脆就是信口开河，有些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使儿童教育复杂化。
在调查研究中我还发现，一些流行的教育方法其实是认识的误区；而一些谚语和口诀根本是无稽之谈
。
有时我会发现，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在人们的想象中却又很复杂。
同时，由于太想要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好，很多父母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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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自以为是和畏首畏尾都会破坏和孩子相处本应有的轻松和愉快。
无怪乎著名诗人和教育学家让?保罗在两百年前就说过：“孩子和闹钟一样，不能一味地给他上弦，必
须给他机会让他自己走。
”　　我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儿科医生，我是一名记者。
在职业生涯中，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那就是提问。
一路下来，我采访过二十多位专业人士，查阅了大量专业书籍，并且不断加入自己的思考。
让我感到非常有用、重要亦或颠覆原有观念的令人惊讶的信息，最终都被我收集到了这本书中。
另外，我总是不断地用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去纠缠我的朋友、熟人以及其他无辜的人们；我总
是坚持着让我认识的母亲、父亲、孩子、保育员或教师等人给我讲述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经常能找到一些让人吃惊的解决之道。
这本书不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它是一本帮助人们在纷杂的育儿建议中找到一些简单而正确方法的实
用指南。
书中绝大部分的话题都有更加精彩而深入的论著，每个话题下所注明的出处也有助于读者去进一步阅
读与本话题相关的其他著作。
发现认识的误区并不是什么难事，只需要拥有健全的理智和些许记者职业所具备的敏锐嗅觉即可。
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在澄清错误之后找到正确的观点。
在伦理教育的问题上，争议从未停止过。
专家与专家意见相左也屡见不鲜。
特别是，很多时候教育首先体现了一种经验和观念。
因此，在本书中我经常针对同一话题列举出各种不同的观点。
这样做，不是左右逢源的精明，而是希望能够提供给父母更多的可能性，让他们可以加入自己的思考
和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毕竟我所总结出来的方法，决计不是面对每个具体问题一锤定音的最后解决方案。
科学在不断变化，新的认识层出不穷，因此也许在某个问题上，今天认为是对的，几年或几十年后就
会有新的看法。
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存在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存在对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
一样奏效的公理定理。
个体之间都是有差异的，因此每个家庭都应找出适合自身状况的方法。
对甲很合适的方法，到了乙那里也许会适得其反。
因此，我始终强调，家长不要尝试那些感觉不好或无法承担后果的方法。
当遇到难题的时候，应该主动到专业人士，例如儿科医生那里获取一些专业的建议。
　　这本书专门写给那些善于转换角度思考问题的家长。
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引起读者对一些传统育儿方式的深入思考和反省，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能够
多一些自然，少一些刻意。
教育孩子无疑是非常让人劳累的，孩子们总是不断地要这要那，很少乖乖听话。
于是很多当代的父母感到自己似乎渐渐成了孩子的奴仆，听任他摆布，时间一长他们甚至会觉得：这
孩子天生就是来找我麻烦的。
不！
孩子只是要和你一起成长！
孩子最深切的愿望就是得到父母的喜爱和承认。
如果我们能够把孩子的优点和缺点一并宽容地接受下来，那将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大保证，因为他就
是他，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啊！
　　孩子总是试图满足大人的愿望，无论是好是坏。
因此对家长而言，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对孩子提出正确的要求，而不是那些空谈高调却难以实现的苛
刻要求，应该让孩子不断感受到自信和信任所带来的正面激励。
求全责备，结果只可能给孩子心理上带来长期的不安和焦虑感，这是不可取的。
家长应该允许自己有时也会犯错，然后能和孩子一起面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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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每一个单独的词条之间在内容上没有关联。
因此，不必从头到尾逐页阅读本书，建议读者可以随意翻上几页，查找自己感兴趣的条目直接阅读。
为了避免冗缀的重复，我在每一个词条下面都标注了与之相关的词条，您或许可以在这些文章中找到
相关的例子或更加详细的论述。
如果通读全书，读者可能发现有些地方有所重复——这是我刻意的安排，目的是让随意翻阅的读者也
能立刻就抓住脉络，便于他们理解。
　　感谢所有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曾提供支持的教育学、心理学家、儿科医生以及其他专家。
感谢各位慷慨地拿出时间来解答我的问题。
特别需要感谢心理学硕士汉斯?贝尔旺格先生，他的专业经验、清晰的思维以及热情的帮助不仅对本书
的写作、同时也给我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宝贵的支持和启发。
真诚感谢多赫?毕茨-弗克默尔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她不仅是我事业上的得力伙伴，更是一位难得的
好朋友。
所有受过我“刁难”的母亲、父亲以及孩子们，你们热诚的回答启发了我的灵感。
在此，还要感谢我的几位女性友人，分别是安哥拉和我的姐姐海克，感谢能和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和
我就孩子的抚养和教育进行有益的讨论。
我没有忘记奥力弗?托马斯?多姆扎斯基先生极为费心地为本书的修订和校对做出了大量工作。
最后，深切感谢我生活的伴侣，我的丈夫米歇尔和我们的小宝贝们：能和你们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大
的幸运。
                                              于德国 慕尼黑书摘1　　说谎1　　误区：孩子必须永远说实话　　孩子在大约
六岁或者七岁的时候还不善于区分事实和想象。
心理学家将这个年龄阶段称为“魔幻年龄”，因为这时候孩子的想象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会相
信自己的想象。
如果一个五岁的孩子想象自己家里有一只小狗，那么在他的看来说不定真的存在一只小狗——即使只
是在想象中，或者在一本卡通书中。
这些虚构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有意的谎言，而是表达了孩子一种活跃的想象。
这种想象会因为孩子的渴望和愿望，恐惧与梦想而出现。
?错误?秘密　　217-219　　说谎2　　误区：说谎应该受到惩罚　　相互信任是一个团体正常运作的前
提。
特别是在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以诚相待。
所以，“你不能说谎”就成为教育孩子的最高戒律之一。
借口和假话经常比孩子想掩盖的错误本身更让父母感到生气。
尽管如此，因为孩子说谎就责骂他，羞辱他或者很严厉地惩罚他都是不正确的。
这些做法会挫伤孩子的自信心——并且更坚定了他撒谎的动机。
如果人们能信任自己，就没有必要撒谎和找借口了。
要使孩子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必须使孩子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能力。
这只有通过允许他们尝试——当然要与他们的年龄相符——做出一些决定才可能实现。
同是记者和四个孩子母亲的珂赛尼亚?弗兰科尔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受管教过严并且很少有决定机
会的孩子比有决定权的孩子撒谎多。
　　有的父母习惯于整天在孩子耳边唠叨，希望借此让孩子每天都过得顺利，他们的叮嘱中其实包括
了很多不必要的指点。
如果人们能注意这一点，就会发现孩子们在一天中是可以对很多事情做出决定的：比如早上吃什么样
的果酱，是散着头发还是扎起马尾去幼儿园，阴天时是只穿夹克还是带着雨伞，或者蔬菜摊上哪条黄
瓜最大应当买回家。
如果父母在这时候没有提出异议，孩子就会感到受到了尊重，同时也树立了自信心。
（上述方法可以使家人之间互相关心，改善家庭气氛。
）　　如果孩子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当他被问到“你为什么这样做？
”的时候，孩子们通常会用沉默、眼泪、跑开——或者说谎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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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感觉到了藏在问题背后的批评，这让孩子不知如何是好。
珂赛尼亚?弗兰科尔建议，这时不要从谎言入手，而要从实际情况入手：“你吃了雷奥尼的复活节巧克
力兔子，现在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所以你就说你没有吃，对不对？
”这样不至于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他就会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他也更容易面对自己的错误。
因为他发现：我的父母不是因为要骂我才要知道事实，而是因为他们在乎我。
　　如果孩子在同样的情况下一再撒谎，如果孩子因为自己的谎言陷入困境，或如果孩子说谎时伴随
着不寻常的行为如站起来，虐待小动物，打别人或伤害自己，这时父母应该去找专家如儿童医生或到
教育咨询处寻求帮助，以便了解孩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咨询）　　家长应该允许孩子知道即使是大人也不是一直说实话，比如社交中的客套话——但是也
应该知道，即便是这样的不会伤害别人的“紧急情况下的谎言”也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就是在拿自己
的可信度开玩笑了。
与很多事情一样，父母的榜样作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父母在孩子面前经常做一些类似逃票或旷工的事情，那么当他们发现孩子说谎时就不应该生气了
。
如果要求孩子一定不能说谎话，那么自己就应该同样说实话。
　　学前的儿童经常会幻想，这与撒谎无关。
（?说谎1）在小学阶段，孩子就应该能分清楚事实和谎言了。
如果他们撒谎，一般是有意的——大多是为了避免受到严厉的批评。
　　稍微大一些的孩子说谎大多是为了博得他人的好感而有意夸大自己的经历。
如果孩子得到了足够的承认和重视，有成功的经历，就不需要再炫耀一些虚构的事情了。
孩子们的爱好，孩子做的好事——例如参加环保小组——或者体育都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并帮助
孩子更好的认识自己。
书摘2　　34-35　　奖励1　　误区：孩子做家务应给予物质奖励。
　　孩子小时候都喜欢帮助大人干活。
两岁左右的儿童会帮大人晒衣服或收拾碗筷；一年级的孩子会在周日早上起来翻遍整个冰箱给父母做
一顿早饭，给他们一个惊喜。
希望自己的孩子到十三四岁仍然能帮忙做家务的家长，要注意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为鼓励孩子参加家
务劳动而给予他们物质奖励。
　　奖励和赞美对于塑造孩子的行为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教育专家认为，过度频繁的奖励会起消极的作用，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惩罚）它体现了父母对孩子的忽视以及一种高高在上的大家长作风。
　　要使孩子作为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且健康成长，父母应注意让孩子承担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使他们能够努力协助父母塑造和谐的家庭生活（?义务）。
一个六岁的孩子为家人买面包，这并不意味着家长需要买糖果来奖励他。
 同样，家长也不需要承诺买雪糕来激励四岁的小孩饭后把碗筷收拾到厨房。
　　孩子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获得物质奖励，他们希望参与到家庭生活中，像大人一样为家庭做出
贡献。
如果他们感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奖励，他们如何能够产生集体意识和归属感呢？
他们会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人。
如果家长坚持这种错误的教育观念，孩子就很容易变得看重物质利益，自私自利。
他们会在心中树立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他们会时常问自己：“这样做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表扬）　　“我们使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孩子做家务活，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拒绝了孩子对生活
最基本的要求，”一位名叫鲁道夫?德莱克尔斯的作家这样认为。
真正能够帮助孩子树立团队意识和责任感，使孩子感到自信的不是那些奖励，而是对孩子的赞扬、信
任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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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可以带给他们暂时的快乐，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价值，这能带来长时间的满足感和
自豪感。
（?帮忙做家务）如果孩子做了自己义务以外的事情，比如说帮助照顾弟弟妹妹，那么他们应该获得额
外的奖励。
（?兄弟姐妹3）?奖励3?义务　　来源：鲁道夫?德莱克尔斯，维奇?索尔茨《孩子带来挑战。
现在我们该如何教育他们？
》柯莱特-柯塔出版社，斯图加特，1997/哈里斯?克莱门斯，莱诺德?比恩《自我意识的孩子》莱贝克出
版社，汉堡，1994/达尼埃拉?李毕希：《家庭团队》奥博斯特布林克出版社，1999　　35-36 　　奖励2
　　误区：奖励是多余的　　对于好的行为给予奖励是一种有效的儿童教育手段。
就像我们通过合理的批评（?惩罚）可以让孩子分清是非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孩子表现不错，我们只要表扬就够了。
如果孩子把房间布置得非常漂亮，我们也不必专门买来糖果作为奖赏，只需要赞赏地拍拍他的肩膀，
同时夸奖他就可以了。
孩子在游戏中表现出色，我们竖起的大拇指和赞许的目光就可以带给他满足感。
　　家长不要总看到孩子的缺点，而要努力寻找孩子的长处。
我们不应该总对孩子说：“不要动那个”，“你怎么又这样”，而应该常说“你做的很好”。
　　礼物或者电影票之类的物质奖励，家长应该谨慎使用，同时不要让孩子认为表现好获得奖励是理
所当然的。
一个奖励体系会比较有效，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分次一步步获得奖励。
　　?奖励3?帮忙做家务?批评?义务?惩罚?零花钱　　来源：采访心理学硕士汉斯?贝尔旺格，列息滕菲
尔特心里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　　36-37　　奖励3　　误区：只有表现好才能获得奖励　　当孩子有
什么事情不愿意做的时候，适当的奖励会起到奇妙的效果。
这时小礼物不是对孩子的贿赂，而是一种鼓舞，可以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特别是按照奖励体系进行的奖励。
比如，一个五岁的孩子不让父母给自己刷牙，当然家长要首先告诉孩子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需要注意的事，即使孩子不听话，也不要强迫他刷牙。
因为如果这样，孩子不仅仅会大哭大闹，他的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
但另一方面，作为家长，有义务对孩子的健康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可以与孩子达成协议：如果孩子刷牙认真，就可以得到一张不干胶贴纸。
然后把这些贴纸贴在一张画着十个小箱子的纸上，如果贴满了十个小箱子，孩子就可以得到冰淇凌作
为奖励。
因为经常好好刷牙的人，偶尔吃一些甜食对健康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用同样的办法可以使那些在半夜闹个不停的小讨厌鬼们不再打扰自己父母的休息，当然前提是孩
子的年龄足够大，能够执行他们和父母间的约定。
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家里的几个孩子和平相处，使家务活和学习显得更加有趣，这对于比较小的孩
子常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个记录获得奖励情况的小本子可以让孩子们兴奋，因为它把孩子们的注意力从问题本身转移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上了。
本子上记满了以后，通常也不需要给予孩子额外奖励，对孩子进行表扬就足够了。
有时会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如在青春期出现的厌学现象等。
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把奖励体系扩展为一个固定的制度，方便孩子在学校可以随时纠正自己的行为。
　　?冷饮?兄弟姐妹?家庭作业?义务?青春期?学校1?刷牙　　来源：采访心理学硕士汉斯?贝尔旺格，列
息滕菲尔特心里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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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多数人想改造这个世界，但却很少有人想改造自己。
”这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女儿写在摘抄簿里的一句话。
在现代教育中，作为中国孩子的家长和老师选择的恐怕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
其实，我们教育孩子过程的本身会存在很多误区，我们常常接受一些我们自认为是正确、实则却是错
误的教育，并会对我们的孩子延续着这些错误的教育。
学校和家长通常总以为自己的教育没有问题、很正确，因为我们确信自己深爱孩子，并坚持用自己的
认识来教育孩子。
可是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却茫然不知，等到我们发现问题时，常常已束手无策。
在众多教育的书籍中，通常我们会选择那些教育孩子怎样成为领袖、名人和精英的书籍。
同时我们也会用一些看似经典、但却极端的事例来激励我们的孩子，而很少花时间去思考怎样的教育
会更适合孩子，也许这些教育方法看起来会极其平常。
相信每一位家长都明白教育孩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很少主动地认为自
己是父母同时也是“教育者”。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这就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
父母是“家长”，家长和子女之间是有“上”和“下”之分的，这也许是由人的生物属性所决定的，
所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通常不是“教”而是“管”。
人的生物性是人类共有的属性，因此，尽管国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家长“管”孩子的行为
却是共通的，差别只是程度的不同。
所幸的是，人类的理性帮助我们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地反思人类所有的行为，这其中包括对孩子的
教育。
有的时候，我们寻求的是哲人之石，得到的却是沙滩卵石。
而《教育者谬误手册》是在用“家长就是教育者”这样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正确理念，用每一个人身边
随时都会出现的“小事”为例，分析我们的行为，引导着作为家长的我们去获得“哲人之石”。
当我再读这本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手册时，怀着的是一份崇敬和感激!因为想帮助一个朋友而与健榕
相识，聊及教育的话题我们很相投，当时健榕正组织翻译这本名为《教育者谬误手册》的德国书。
翻阅译稿，我惊诧书里很多问题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
我在教育大女儿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有了小女儿后促使我有很多的思考和探求，却又常常苦
于思考未果，《教育者谬误手册》给了我诸多问题的现成答案和帮助。
于是关注和热衷于教育问题的我欣然接受健榕的邀请，做手册的前期编辑。
“星期天工作室”的成员包括有孩子的健榕、结婚还没孩子的刘睿、自己还像孩子的景润和已有两个
孩子的我。
在任何时候我们探讨《教育者谬误手册》里的话题时都会兴奋不已，我们深情地视这个“洋娃娃”为
我们共同的孩子。
健榕对“手册”工作的极度认真常常会使我们的工作非常辛苦。
我们力求既尊重原文，同时又尽可能用词本土化，试图让这本看是似简单、普通却富有内涵的“手册
”，带给读者更多亲切和自然的感受。
《教育者谬误手册》不是一本学术专著，也不是父母、老师教育孩子的圣经。
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如果你读完《教育者谬误手册》238个条目后能够对照反思，即便你不懂心理学，不懂教育学，这本手
册也可以帮助你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你的孩子，并能更有效地处理好孩子的问题。
《教育者谬误手册》的书稿曾一度放在我的床头，有空我就会翻阅。
只要读，对孩子的行为就会有新的认识，对自己的教育问题就会有新的思考。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
我喜欢孩子，自己的和别人的都喜欢。
于是，搬家时我选择住在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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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阳光照进屋子的时间特别短，但因为是一层，因为喜欢孩子，小女儿班里的同学和院子里的很多
孩子都会来家里玩，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孩子。
想到每一个不同的孩子，为这本手册前期做编辑，我更加强烈地感到一种责任。
我研究心理学但不是专家，思考教育问题也不是教育家。
有幸的是，我是在独生子女时代拥有两个女儿的母亲，并且拥有很多读心理学和教育类书籍的机会，
这使我有机会在用自以为是的教育方法教育了第一个孩子后，在对第二个孩子教育上对意识到的问题
尽量加以避免。
现在绝大多数父母不可能像我一样幸运，大家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对孩子的教育不可能有太多重新
尝试和选择的机会。
但我们可以选择科学的教育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或许无法选择什么是最正确的教育，但如果我们可以避免那些错误的教育，这也许就等于选择了
正确的教育。
现在图书市场上有众多教育类的书籍，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特色和价值
。
我们希望能有一本我们自己的、适合中国家庭教育的《教育者谬误手册》，同时我们也坚信，这本来
自德国的《教育者谬误手册》在中国出版的意义一定会是深远的。
《教育者谬误手册》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出版界的几位朋友。
感谢法律出版社总编辑黄闽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对本书出版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出
版社朋友；感谢初为人母的李谋、初为人父的周春雷，他们用爱孩子一样的爱心对这本手册的印制给
予的精心。
这里尤其要感谢的是程萍女士，正是通过她，我们了解到此书，并把它顺利引进到了中国。
感谢孙永鲁博士、管益杰博士、林春博士等在心理学方面给予我们的学术支持；感谢那些在我们谈及
《教育者谬误手册》时给予我们支持和信心的成晓懿女士、王惠东先生。
感谢海淀实验小学的杨艳琴老师和我的好友新华社记者江亚平先生，他们是这本手册译稿最早的读者
，尽管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人，但他们以对教育的热忱积极关心这本手册，并能从父亲、母亲和老师的
角度对这本手册给予认可：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个女儿，她们认同我对于她们的教育。
孩子们在生活上很自立，学习上很自觉，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和爱心。
工作的忙碌使我很少有时间和她们在一起，孩子们从未对我有过抱怨，给我更多的反而是积极地理解
和支持。
朋友、邻里和学校老师对女儿们的赞赏以及对我教育孩子的认同，使我对教育的理解更加精进，并在
此过程中更加注重自己的行为。
感谢所有关注教育、关注孩子并阅读《教育者谬误手册》的人们，如果你们能从阅读此书中获益，就
是对我们“星期天工作室”全体同仁的最大鼓励和肯定，也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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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教育是用心的、双向的，作为教育者须有科学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
《教育者谬误手册》一书将会对中国的家长、教育工作者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程方平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可贵的是这238个教育谬误，不是作
者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而是在采访了二十多位专业人士，查阅了大量专业书籍，并且加入自己的教
子实践与思考后写出来的。
所以你阅读此书时，会有一种在与你交谈的亲切感，而且你会觉得她讲的问题，你都经历过，她讲的
许多误区。
你曾有过。
　　　——卢勤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副总编、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　　如果你是一位聪明
的家长，你一定会从此书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
请记住书中提到的一句话： “孩子和闹钟一样，不能一昧地给他上弦，必须给他机会让他自己走。
”　　　——孙向红 心理学博士、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　　初读《教育者谬误手册》，第一个感觉
是太棒了，这是一部指导父母和教育者正确培养教育孩子的好书。
第二个感觉接触这部书太晚了。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还是初为人母人师的话，有这部书做指导，我相信肯定能为社会培养出一个优秀
的孩子、一批优异的学生。
　　　——杨艳琴 海淀实验小学教师　　阅读这本德国同行的书，会吃惊地感到，现在中国父母们在
孩子教育中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和德国是一样的。
书中对独生子女和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有不少独到的见地，这对当今中国的家庭教育很有帮助。
　　　——江亚平 新华社高级记者　　此书写作手法幽默，并且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从与邻
居、长辈、朋友的相处，到日常清洁、吃手指头等生活细节，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并且很实用的书。
　　　——德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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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规的不一定正确，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教育者谬误手册》是德国家庭教育2007年畅销书，读者评为五个星，目前在德国已有15万个家
庭拥有这本书。
　　有了孩子之后，人们就会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给予你大量善意的建议，但往往这些友善的建议却会
让我们更加糊涂，而不是从中受益。
　　事实上，我们得到的教育孩子的建议越多，我们越不知道如何正确去做。
　　有过记者经历的安德里亚·比朔夫，出于她的职业感，常常向最有权威的相关专家咨询这些建议
的正确性，然后向父母指出在这浩如烟海的教育方法中，哪些是家长们主观想象的正确，哪些才是真
正有效和有价值的。
她想用这本书的科学性唤起父母们自己的切身感受，以体会那些对孩子是好的、正确的教育建议，而
不仅仅是盲目地听从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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