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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谁在决定孩子命运》针对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良观念和不当方法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剖析和纠正，同时提出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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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鞭应该算得上是一种教学工具，但为什么这种教学工具被我们称之谓“鞭”，这就令人深思了
。
“教鞭”这个词暗示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意味。
在人们的记忆中，“鞭”似乎都是用来对付动物或奴隶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还依然在课堂上用它对付
我们的孩子。
教鞭所具有的惩戒功能也许是人们附加上去的，不过在这一点上它与古时私塾先生手中的戒尺并无二
致，是为了震慑学生，让学生在暴力暗示下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好好地顺服权威。
教鞭实际上是教师权威的象征，而在 教育国家化的前提下，教师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正式的国 家
权威。
学生上学，实际上是在个人与国家之问形成了一种直接互动、直接反馈的关系模式，学生要直接面对
国家权威。
 离开学校回到家庭，孩子往往还要面对家长手中的棍棒或“家法”，受到家长权威的约束。
可以说，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大抵降在一种受强制、被控制的环境下学习、成长。
在这种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首先要学的往往是“听话”，而听话就是服从。
久而久之，不仅易导致孩子的人格残缺、精神矮化奴化、丧失主体性和独立性，还可能使孩子养成许
多矛盾的性格和畸型的品性，比如眼高手低、能说不能做、任性而缺乏个性、脆弱而傲慢、仇恨而怯
弱、智商有余而创商不足、不善交 际而又渴望承认等等。
孩子们的这些人格和精神特质，如果 是放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或皇权社会也许还合适，但如果放在 现
代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中，恐怕就很难以适应了。
　　在国外，家长也对孩子进行权威教育，孩子从小也要学会服从权威，但他们所服从的权威与我们
的略有不同，他们所强调的是服从规则的权威，而我们让孩子学会服从的往往是人格化的个人权威，
比如家长有意让孩子心存“敬畏”，或敬畏家长，或敬畏老师等，由敬畏而生服从。
国外的孩子往往是只怕规则不怕人，对规则有较强的敬畏意识，而对人则未必；而我们的孩子一般是
只怕人而不怕规则，或者即使怕规则也只是害怕制定规则的个人权威，而不是害怕规则所代表的非人
格化的公共意志或公共权威（在家里则是孩子与大人经充分的博弈而达成的约定）。
所以当权威在场时，我们的孩子就服从规则，循规蹈矩，家长在与不在表现往往不一样。
在我们城市的马路上，行人在红绿灯路口过马路时，交警在与 不在其表现肯定不一样，而在另一些发
达国家，行人过马路时，一般来说交警在与不在其表现都是一样的。
　　国外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也强调团队精神，也讲团结，但他们的团结往往是团结在某个目标之下
，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协作，而不是团结在某个实体周围，而我们则刚好相反，很少是团结在
某个目标之下而大多是要求团结在某个实体周围。
国外强调对孩子的权威教育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一国外的个人主义盛嚣尘上，社会存在“原子化”的
趋势，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上强调个人对集体的认同、对秩序的尊重、对权威的服从。
但是我国从未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而且传统文化总是重集体轻个人，一般强调集体的逻辑优先、强
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
因而，如果我们在家庭教育中再沿用传统的权威教育、甚至还有意强化权威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几乎
就只剩下负面意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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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命运，但是，命运由谁来决定？
如何决定？
本书就此疑问，展开了论述，告诉你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以及如何使孩子能更顺利、健康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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