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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些年，一直维持每年出一两本书的工作量。
写书成了日常的工作之一，也是我最热爱的工作。
然而，您手上这本书却是我挣扎了最久、陷入深思，最犹豫不决该不该付梓的一本书。
　　犹豫的原因是：虽然拥有一双十分满意的子女，但是，我实在没有把握他们是因为我的教养方式
才这么“好”，还是他们本来就这么“好”。
再说，只有自己的小孩、一些个案，加上亲友的孩子，“样本”好像不太够，能做这么大胆的推论：
“只要您照这样教，保证孩子一定好”吗？
　　况且，我家的孩子毕竟都还年轻，倘若他们日后变“坏”了，这本书岂不是成了莫大的讽刺？
　　就这样，我的心一直七上八下、踌躇不安。
一会儿觉得出版社盛情可感，不忍心辜负他们的殷切盼望；一会儿又觉得这些都是野人献曝，只想藏
拙。
终于，书稿渐渐完成了，出版合约书也签了，我的心情才慢慢宁静下来。
　　也许，就把它当做是一种“分享”吧！
不是金科玉律，也不是绝对不能更改的，而是可以被挑战的。
欢迎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跟我分享您的收获或感动、您的挫折或困惑，我愿以最谦逊的心情在此“
候教”，您千万不要客气（来信请寄交出版社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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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瑞琪，主修心理学与卫生教育，对两性问题与家庭教育等领域有较深的研究。
目前担任中国台湾杏陵性咨商治疗中心咨商心理师，并在几所大学开设“亲职教育”、“两性关系与
辅导”等课程。
著有《我是怎么教孩子的》、《新恋爱时代》、《少女薇薇的烦恼》等二十余本作品，其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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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1 我家宝贝  你是怎么教孩子的  老师，我不想“能者多劳　“完成功课”不简单　为什么总是我
　陶醉在钢琴旋律里　老二比老大快乐　弟弟早上又唱歌了　向女儿致敬　妈妈的推荐函　发自肺腑
的赞美　女儿的新房间　我的志愿是“吃牢饭　盍各言尔志　撒娇一下又何妨　跟儿子喝喝下午茶　
问题一箩筐　母亲节大餐　宠物与家庭教育　性别平等教育从家庭做起2 爱得有智慧　小皇帝与独苗
苗　从一个疯狂影迷说起　爱．绝对不是“有求必应　别让孩子用哭声控制你　　爱得多，也要爱得
有智慧　公园里的小霸王　需要给孩子零用钱吗　给压岁钱的原则　我不饿，我不要吃　怎样让孩子
愉快地进餐　爱的管束　那一夜，我听见有人打小孩　不打不骂教孩子　上床喽　让孩子决定你可不
可以靠近他　让孩子把情绪“走”完　知易行难——谈尊重孩子　做家事的小孩不会变坏　做家事。
自己选3 快乐上学去　谈“伴读　老师永远是对的吗　勿以善小而不为　棒头之下才有好学生吗　是
“激励”，还是“赌气　身教重于言教　如何与老师沟通　学习自己做人生规划　假如你考得不理想
　六个信念，化解“望子成龙”的压力　“倾听”是一帖良药　什么是真正的接纳　当青少年有了烦
恼　做孩子的大朋友　终结青少年暴力事件　学校里的爱情课4 如何与孩子谈“性”说“爱　男女要
间隔44公分　我家的性教育　家庭性教育大“紧张　可以和子女共浴吗　甜美健康的“青苹果　老爸
的温柔　我女朋友说　“小孩开大车　“熟女”不生“少女”生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婚前守贞宣
言有效吗　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者　假如同学是艾滋病患者　父母如何掌握亲子性教育的分寸　单
亲父母如何与子女谈“性　未成年怀孕不是世界末日　“恋童欲”并非人人都有5 用电影做教材　从
电影《辣妈辣妹》谈亲子关系　在无私的付出中学习爱　谁文明，谁野蛮——谈《野蛮入侵》　她只
是个孩子——谈《十二岁小妈妈》　永远的女性情谊——《油炸绿番茄》　现代夫妻的多种面貌　追
寻自我的故事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　《金赛性学教授》　《窈窕老爸》　做个复古的绅士　
在男人的世界里冒出头　运动与性别　我看《你妈妈也一样》　我看《发情日记》　谁正常，谁不正
常　寻找新方向　轻声细语的神奇效果　《他不坏，他是我爸爸》　如何抚平丧子之痛　世间真有永
恒的爱吗——从《艾莉丝的情书》谈起　同性恋电影一定很晦暗吗　我看《狗脸的岁月》　《蒙娜丽
莎的微笑》　《双面镜》　你的心在哪里　夕阳无限好——我看《秋天里的春光》　《电子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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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我家宝贝　　你是怎么教孩子的　　事实上，每个月我都有几场主题是“亲职教育”的演讲。
有位老师听过我的演讲之后，曾经给我这样的建议：“你在演讲的时候，最好不要以家中的先生、孩
子为例。
也许他们现在很优秀，但是，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嗯，说得有道理。
众目睽睽，等着让人“看好戏”或“验收成果”，压力的确很大。
　　可是，不演讲的时候，很多认识我、也认识我那孩子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你不把教孩子的秘诀
写出来，跟更多的人分享呢？
你好小气哟！
”　　更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可以让初次认识的儿童信任我，告诉我很多事
情，也很容易和儿女的朋友打成一片，他们都喜欢来我家吃喝、聊天，告诉我心里的话。
　　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一直非常“听话”；尽管，从小就有几根“反骨”的我，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要
求孩子。
我的孩子很少做违逆我心意的事；如果他们想做—件常规以外的事，一定会来跟我商量。
事实上，因为他们爱我，所以他们会在乎我的情绪，我不必骂他们，只要稍稍表现出有点难过的样子
，他们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事。
而这样的机会其实也很　　少，顶多就是几次外出迟归之类的事。
　　我对这一双儿女简直满意极了！
因此，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孩子，你是怎么教出来的？
”　　这些“本事”，看在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沟通、总是被孩子拒于门外，或经常被孩子的行
为激怒的父母眼里，应该是有点意义的吧？
　　十几年的心理谘商工作，带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我愈来愈了解自己以及我所服务的对象。
因此，面对沉默不语的孩子，我会默默地等待，决不催促；表现出攻击性的青少年，我能看见他内心
的恐惧；玩世不恭的孩子，我知道他那掩不住的深沉悲伤⋯⋯啊！
这些让人心疼的孩子，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像我的儿女那样健康、快乐？
　　于是，我决定不再奢谈理论，不再以“专家”的角色发言，而要开始写下—篇篇“亲职教育”的
实战手册。
以前怕别人盯着我或我的子女　　看，不敢以子女为例来撰写，现在我不考虑这么多了。
如果有愈多的孩子受益，这才是真正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吧！
　　教师，我不想“能者多劳”　　儿子在小学六年级时曾经被选为班长，别的事情都还好，不过有
件事却让他很为苦恼：他几乎完全失去了下课的时间；不能跟同学去操场玩，也不能好好地休息。
　　每当大家兴高采烈的享受下课时光的时候，儿子必须在“教室”和“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
一会儿领通知单，一会儿送成绩卡，要不就是检查同学的美术用具是否带齐，连午休时间都要和风纪
股长轮流“监督”全班的秩序，自己根本不能睡午觉呢！
　　儿子曾经跟老师说，不希望每节课都这么累；可是，老师用一句“能者多劳”就把他的嘴给堵住
了。
儿子的美术老师更夸张，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三番两次地对他说：“你给老师当儿子好不好？
哎！
老师要是有你这种儿子就好了！
”他要找学生跑腿，自然是找自己最钟爱又信任的学生啰！
当每位老师都认为自己今天“只”叫他跑一两趟的时候，一天下来他就疲于奔命了！
　　听完孩子的抱怨，虽然免不了有点心疼，不过，我认为让孩子跑跑腿、学习为大家服务，其实蛮
好的；噢，等等，假如所有“大家”的事都落在一两个人身上，老是那一两个人在为大家服务，这不
是不太公平吗？
为什么老师们不让每个学生都有为大家服务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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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什么事　　都由“班长”来做，那么，何必选副班长和各股股长呢？
再说，选干部来为全班服务、管理众人之事，也不代表每个同学都不必做了呀！
　　我把这番道理讲给儿子听，希望他明白，那些事并不是他“应该”做的，而是老师处理得不太妥
当，工作分配不均，儿子点头称是。
于是我问儿子：“要不要我打电话跟老师谈谈？
”他摇摇头。
我再问：“那你自己要不要跟老师谈？
”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再做一阵子好了，真的受不了再告诉老师。
”　　我尊重孩子的决定，但同时也决定把它写出来，希望给一些有类似困扰的孩子做参考。
我更希望提醒特别“钟爱”某几位学生的老师们，请可冷孩子只有短短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就请别再
要求他们“能者多劳”了！
　　“完成功课”不简单　　　　儿子和女儿从小学到中学都不曾迟交过任何功课，也很少为了完成
功课拖到十一二点钟还不能睡觉，我经常为此称赞他们。
　　有些父母可能认为这种表现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我可是由衷地佩服孩子们有这种自律的本事！
你看，那些抄抄写写的功课动辄好几页，不是极有耐心的孩子怎么写得完？
到了小学高年级或中学，老师常要求　　“写报告”，为了一份报告可能要花好几天去图书馆收集数
据，还要跟同学讨论、分工、编写⋯⋯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
看他们这么努力地完成一份功课，怎能不佩服孩子们的毅力？
　　是的，当我“设身处地”以一个小学生的立场去体会他们面对这些功课的心情时，我就不会把“
完成功课”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反而会觉得真是难能可贵！
我们都知道，老师要求的每一样功课不见得都是那么合情合理，也不是每一份报告的主题都那么吸引
人，孩子们愿意耐着性子去完成，真是不简单。
　　不止一次，儿子一边抄写生字，一边抱怨：“好讨厌哦！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遍？
写两遍我就会了呀！
”我连忙附和：“对嘛！
写得烦死了哦？
”儿子“嗯”了一声就继续埋头苦干了。
看他辛苦的样子，我也颇为心疼。
　　有一回，儿子因为“连坐法”（别人吵闹，全班受罚）而被罚写两三倍的功课，我甚至鼓励他“
造反”，不要完成那些不合理的作业。
写到这里，忍不住想，像我这样“叛逆”的家长大概不多了吧？
大部分的家长可是把老师的话当成圣旨呢！
　　儿子接收到“我支持他”的信息，并没有打蛇随棍上地说：“好，那我不写了！
”反而说：“算了啦！
不要让老师又生一次气。
”我当然又为他的“体贴老师”大大地称赞了一番。
　　儿子女儿念完小学、中学，我从未批评过他们：“怎么写得这么潦草？
”“字好丑哟！
擦掉！
重写！
”基本上，我觉得写完功课已经尽了学生的本分，也维持了班级中的“公平性”；我深信，真正的学
习并不只在那些抄抄写写的“功课”里。
　　我知道不少家长会在孩子写功课时拿着橡皮擦在旁边监督，很想在此提醒家有宝贝正在接受基础
教育的爸妈们：别为了孩子的“功课”太过烦心。
假如孩子已经很用心地完成了，千万不要再用成人的眼光挑剔他，或责备他做得不够好；相反，应该
给孩子足够的肯定，好让他有意愿继续学习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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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简单地说，我认为“功课”并不重要，就让我们把眼光拉回到“学习”的本身吧！
　　为什么总是我　　女儿上了一所明星高中之后，每天回家总有写不完的报告，忙不完的事情。
有一天，女儿在计算机前敲敲打打，写一份“地球科学”的报告，—会儿说：“奇怪，这里不太对。
”一会儿又骂：“讨厌！
这样的内容怎么连贯得起来呢？
”最后，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真的很生气，为什么完成报告的人总是我？
”　　我知道她们一向是四五个同学一组，当然要问：“那么，其他的同学做什么？
”　　女儿愤愤不平地说：“她们多轻松呀！
只花了半个小时，到图书馆影印了这几张资料丢给我，随便解释一下，就完成了她们的工作；而我一
个人要把这些资料消化、整理，打成一份漂亮的报告，至少要花四五个小时！
”　　我很关心她有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意愿，赶紧问她：“你有没有告诉过她们，你希望换个人做这
些事？
”　　女儿嘟着嘴说：“怎么没有，她们说我打字的速度比较陕啊，文笔又比较好，能者多劳嘛！
”　　这句“能者多劳”立刻将我带回自己读大学和研究所时的光景。
每次要决定由谁撰写报告时，我的同学就会说：“你文笔好，你来写嘛！
”若要上台口头报告，更有人说：“你口才最好，你来报告我们才会拿高分。
”当然，我也曾推辞过，可是，好像再三推辞就显得太不合群了，只好一次又一次无奈地承担下来。
　　现在，看到女儿也有这种困扰，我完全能了解她的愤慨。
　　畅谈了—会儿“想当年”之后，我告诉女儿：“我觉得你的同学跟我的同学都不够聪明耶！
她们放弃了磨炼的机会，将来吃亏的还不是自己？
！
”　　女儿苦笑了一下，说：“可是，‘现在’吃亏的是我呀！
”　　“那，下次她们再推给你，你打算怎么做？
”　　女儿异常笃定地说：“我会说，我不是‘能者’，也不想‘多劳’，这次，也让你们有机会练
练打字的速度吧！
”　　陶醉在钢琴旋律里　　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孩子都不喜欢练习弹琴！
”在学钢琴或小提琴等乐器的孩子心中，练琴的确是件苦差事，远不及好看的电视节目或好玩的电动
玩具。
　　也曾听过朋友转述这样的故事：孩子开始学钢琴，老师说他很有天分，父母就认真地督促孩子，
希望栽培出一个音乐小天才。
孩子练琴时，妈妈一定坐在旁边听，只要弹错了音符，妈妈就骂：“怎么搞的？
这里老是弹错！
不专心！
”爸爸有时也会一起施压：“今天弹得这么糟，再多练半个小时！
”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对钢琴完全失去了兴趣，爸妈　　还怪他：“当初不是你自己要学的吗？
”　　好多年前，当我的儿子也提出想要学琴时，我想起了这些悲惨的例子，便不断提醒自己：“绝
对不要扼杀了孩子对音乐的兴趣。
”因此，特别找了一位“不会逼孩子”的钢琴老师，并且明确地告诉老师：“我们不在乎他会不会成
为钢琴家，只希望他能领略音乐的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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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跟所有“家有青少年”的父母一样，我对自己的孩子也常有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的时候；不过
，幸运的是，因为学过大量的教育理论和辅导技能，总是能在困局中找出一条可行的路。
　　——王瑞琪　　　　据说青少年们聚在一起时常会分享他们各自的“亲职教育”，他们勤于翻阅
本来是写给父母看的“兵法”，然后互相教导，钻研出更高端的招数，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难怪现代的青少年父母越来越觉得孩子鬼怪精灵，疲于接招，穷于应对。
　　——黄乃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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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不是有求必应》开启全新家教方式的经典力作，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制胜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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