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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孩子是一个家庭永恒的主题，当孩子呱呱坠地起，父母就为孩子的成长教育操碎了心，有的时候，难
免会落到“不打不骂不成才”的尴尬境地。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期盼太高了，急不可耐的父母把自己的诸多愿望强加的孩子身上，
一旦感觉到失望，就容易对孩子展开“棍棒教育”，家中只听得哭声连连。
“望子成龙”，人性所致，就是一些潇洒风流的文人墨客也难以免俗。
就连著名的陶渊明都曾经做诗《责子》来批评自己的孩子，可见即使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也
有望子成龙的夙愿。
在编写此书的同时，我采访了很多父母，他们的孩子年龄段在5-17岁之间，每一位父母都不约而同地
向我抱怨自己孩子的种种缺点，当我问及“如何面对孩子缺点”时，有一位林姓家长的回答非常具有
代表性。
“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不严格要求孩子哪行？
管教他们好好读书，用功学习，以后能在社会有立足之地，否则孩子长大后一定会记恨父母当年没有
好好教育他！
打也是为了他好，骂也是为了他好——我宁可承担孩子现在的怨恨，也要让孩子今后能成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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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实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的人得到了欣慰和满足，将子女培养成为杰出的人才；而有的人却未能
实现所期望的目标，留下了许多遗憾。
实际上，教育和世界上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技巧。
整个教育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父母必须根据孩子的特点、规律和方法进行培养，这样才能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一些父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采用方法不得当，比如一犯错误就对孩子拳脚相加，反而使孩子
产生叛逆心理。
棍棒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离教育的初衷已经远之又远了。
    本书从“什么是棍棒教育”说起；分析父母打孩子的心态和展示打骂孩子的不良后果；然后从实用
性和科学性两大角度教父母“不打不骂教出优秀孩子的方法”，并且贴心地为父母们奉上“与孩子和
平共处10项的基本原则”；最后为父母提供解决最头疼的孩子“欠揍行为”全攻略。
    我们理想的目标是达到家庭和谐，通过本书，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
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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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孩子的教育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父母的爱心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考验。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很多急功近利的父母把“棍棒教育”看成是教育孩子的灵丹妙药，他们只看到了
“打一顿”之后的表面有效，却忽视了这种教育带给孩子一生的巨大负面影响。
实际上，教育孩子，父母更应倾洒孩子成长期必须的“阳光”和“雨露”，而不是“严刑逼供”。
“大禹治水”的启示《史记?夏本纪》记载：尧帝在位时期，人民艰难地生活在洪水泛滥之中，于是，
尧命大禹之父鲧治水。
鲧用堵塞围垫的方法来治水，却忽视疏洪导水，故“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终死于羽山。
后来，舜继承了帝位，命大禹承父业治水。
大禹吸取先父治水失利而受诛罚的教训，总结经验顺自然规律：修堤筑坝，拦堵洪水；又疏通河道，
引水入江，导洪入海，用疏导加拦堵的方法，把洪水治服，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大禹治水的故事哲理颇深，其中采用的疏堵方法，至今仍然被人们沿用着，而且还将其发扬光大。
鲧治水之所以失利，只缘其只“堵”不“疏”，死挡硬抗；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则由于他能够做到“
疏堵”结合，更好地利用自然规律。
洪水运动是自然产物，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人们仅凭主观愿望进行“堵塞围垫”，失败是不可避免
的；而如果顺其自然，疏通河道、建造堤岸，就能获得成功。
治水如此，其实办理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大到治国，小到治家，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大禹治水给父母的启示就是“堵疏结合，标木兼治”，这同时也是教育孩子的最好方法。
堵与疏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堵是疏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堵就谈不上疏，堵不住就疏不开；
而疏是堵的目的，疏不开、疏不好也就不可能真正堵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林晓的爸爸奉行“严父出孝子”的铁律，他不仅自己严格要求，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让林晓遵守
，一旦孩子犯了错误，就必须受到惩罚。
每当林晓趴在床上挨板子时，就死死咬住衣角，心中的怨气越积越多。
结果林晓不但功课开始不好好做，成绩也直线下降，慢慢开始跟爸爸对着干。
而林晓的同学，路湘的爸爸则倡导民主教育。
当路湘有了功课上的烦恼，爸爸总是最先安慰他，即便是某次考试没考好，或者犯了生活上的小错误
，路湘的爸爸也总是以劝导为主，批评为辅地教育孩子，家中充满了愉快的民主气氛。
正是这样和谐的家庭环境使路湘的身心都得到健康发展，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把爸爸作为自己最崇拜
的人记在日记里——“是爸爸的爱让我感受到成长的快乐”。
生活中，很多父母对孩子采用的方法大多是堵——如事例中林晓的爸爸对林晓的强硬手段，这就是棍
棒教育。
用最直接、最强硬的方式做教育工作，以打骂来使孩子走向正轨，这就像传说中大禹的父亲一样，只
会让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导致崩溃。
因此我们建议父母学习大禹的经验，采用路湘爸爸的做法，除了一定程度上用强硬的规则来规范孩子
，同时也需要用理性和道德来疏导孩子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一味“堵”孩子。
打骂孩子是教育的下下策中国自古对孩子的教育就信奉“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才”，类似的
老说法还有“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老子打儿子不犯法”、“棍棒底下出孝子”、“小
树不修不成材，小孩不打不成器”、“子不教，父之过”⋯⋯这些传统观念流传到今天，不仅形成了
中国父母管教子女的不成文规则，而且演变成了自有一套理论的教育方法，即所谓“棍棒教育”。
它包含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恨、失望与期望、悔与怨等多种复杂情感，而形式上并不局限在“棍”和
“棒”上，打、骂、讽刺、挖苦，甚至冷暴力都可以归结为棍棒教育的一种。
其实，在生活中孩子遭遇打骂的主要原因不是孩子该不该受罚，而是有些父母认为这种方法简单方便
、“见效快”。
孩子回来晚了，把水泼在地上了，作业做错了，试考砸了，上课没注意听讲⋯⋯都可能成为父母打骂
孩子的理由。
调查显示，有12％-18％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使用“打一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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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打顿，，更管用的家长，在农村多于城市，爸爸多于妈妈。
在某小学三年级一个班，全班43人，只有一个学生没有挨过打。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
成年学生和儿童实行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教职员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
施体罚或者得变相体罚，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但该规定没有对父母体罚子女做出禁止。
2005年广东省进行的“反对对儿童的暴力”调查显示：54％的儿童反映被徒手、棍棒、皮带打过。
76％的父母、52％大学生、59％初中生认为：体罚与成才有因果关系。
81％的父母认为“任何情况下教师都不可以体罚”，48％的父母赞成“只要不过分，父母就可以打骂
孩子”。
48％的父母、37％的大学生、29％的初中生赞同“大人打骂孩子总是有理由的。
可见，棍棒教育已经渗透进我们的历史、文化、生活中，更多的人认为“随便打孩子几下，，根本不
是什么大事，而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棍棒教育一直是父母对付孩子的不成文教惫，“不打孩子怎
么行”。
实际上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在对孩子的教育手段中，还有很多更有效更民主的教育方式，比如当
前教育家提倡的“赏识教育”，通过欣赏孩子、表扬孩子的方式来激烈孩子变得更好，从而达到健全
孩子身心、培养孩子成才的最终目的。
冰冰的爸爸曾经也是“棍棒教育”的坚决拥护者，尤其当冰冰开始玩网络游戏后，他每天一看到孩子
玩游戏就要大打出手。
结果则是闹得家中气氛经常降至冰点，父子关系越来越疏远，只要冰冰一见到爸爸就把牙齿咬得“咯
吱咯吱”的。
冰冰的爸爸越来越感觉到采用棍棒教育的方式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恨自己，于是他去请教一位知名的教
育专家，第一次听到“赏识教育”这样的名词。
他开始翻阅书籍，寻找教育孩子的方法，并从自己开始改变。
冰冰逐渐发现，爸爸看到他在玩游戏，不再劈头盖脸痛骂他了，而是限定他玩游戏的时间，如果他做
到了，爸爸还会用粗糙的大手摸摸他的头。
当他犯了错误，爸爸不再给他耳光，而是语重心长地帮他分析犯错的原因和避免犯错的方法。
当他战战兢兢把才考了80分的数学成绩单给爸爸看时，不再被爸爸数落和挖苦，而是听到爸爸说：“
这道应用题是个拐弯题，真没想到你能做对，看来你也是用过心了。
”在这些有意无意的夸奖中，冰冰反而开始自我约束，不再贪恋网络游戏，为了不让信任自己、爱着
自己的爸爸失望，冰冰真正开始踏实地学习，变得越来越好。
冰冰的爸爸的转变恰好证明了棍棒教育的苍白——打骂孩子是教育的下下策，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更对亲子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
作为父母，更应该吸取优秀的教育方法来教育孩子，这不仅是父母的职责，也是对孩子最直接的关爱
。
为什么棍棒教育如此盛行到底是什么促使这世界上最爱孩子的父母拿起棍棒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自己
的小宝贝呢？
当看到孩子委屈的号哭和充满怨恨的眼神时，难道打孩子的父母不心疼不心悸吗？
无数父母表达过这样一种情感：“打在孩子身上，最疼的人，是父母啊！
”这种理由使得父母感到自己是用心良苦，而且“长痛不如短痛”，为了孩子的将来，棍棒教育是必
须的。
但孩子的委屈和被打骂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只有被打骂的孩子才能感受。
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打骂孩子时，许多父母的回答都是“不听管教”。
当父母在打骂孩子的时候，总是埋怨孩子，把过错全部推到孩子身上，认为是孩子逼自己不得不动手
的，却很少去寻求其他的方式来教导孩子。
其实，不管用什么管教方式来对待孩子，其责任都要由父母来承担，而不是孩子。
正是因为父母不愿意花心思去寻找其他的教育方法，所以才会有打骂的草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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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父母之所以要打骂孩子，主要有以下五大原因。
1.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不可否认，传统的教育观念对许多为人父母者仍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
“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人、不打不成才”，“打是疼，骂是爱，气极了，拿脚踹”，“三
天不打，上房揭瓦”等。
因为在传统观念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是上对下，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物”，没有尊重孩子、
与孩子平等相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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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棍棒教育(欠揍的孩子如何教)》：棍棒底下真的能出孝子吗？
你还在信奉“不打不成嚣”的传统教规？
你认为“打是亲，骂是爱”，可你是否知道孩子的感受？
质疑棍棒教育，为广大父母提供应对孩子“欠揍”行为的新方法。
棍棒底下真的能出孝子吗孩子的教育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父母的爱心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
最好的考验。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很多急功近利的父母把“棍棒教育”看成灵丹妙药，他们只看到了将孩子“打一
顿”之后的表面效果，却忽视了这种教育带给孩子一生的巨大负面影响。
◎打骂孩子会造成严重的亲子隔阂和逆反心理；◎使孩子失去自信，悲观厌世；◎经常挨打可能导致
孩子智商降低；◎使孩子陷入孤独的深渊；◎造成孩子说谎、报复等人格畸形；⋯⋯与孩子和平共处
的10项原则◎疼爱他，就对他微笑；◎包容他，就不要拿他来跟别人比较；◎尊重他，就放下父母架
子；◎接受他，就与他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信任他，就给予他足够的发展空间；◎体贴他，就多陪
伴他；◎欣赏他，就夸他“行”；◎理解他，就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培养他，就创造一个良好的
成长环境；◎激励他，就从自己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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